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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今年夏天，杭州持续高温干旱，把部分龙井茶树“绿衣”晒褪了

色。看到焦黄的茶叶，不少茶农既痛心又担忧。此前，钱报·小时新

闻有过多次关注。

眼下进入9月，高温渐去，雨水逐渐回归，好消息也来了。

西湖龙井茶树，挺过来了
今夏晒伤的茶树大部分恢复，来年产量影响不大

进入9月，杭城的天气就要凉快了。最新的天气预报说，杭城半

只脚已经踏进了秋天。

每年 9 月初到 12 月，西湖边会迎来一群老朋友——冬候鸟。杭

州人最熟悉的西湖四大冬候鸟：鸬鹚、鸳鸯、织女银鸥和普通秋沙鸭，

都会陆续到来。

第一梯队鸬鹚已经来了。

昨天上午，浙江野鸟会副理事长“东斯”拍到了鸬鹚：“在西里湖

水域，目前观测到 6 只，前两天已经有人拍到过，说明它们应该是 9

月17日左右到的，比去年晚了8天。”

按照鸬鹚的习性，一般8月底它们会从北方上路，长途跋涉半个

多月才到杭州。

“‘先头部队’往年都只有一只，今年6只拖儿带女的情况还是第

一次见，正因为拖儿带女，速度比较慢，比往年迟了8天说得过去，否

则不会推迟这么久。”“东斯”告诉记者，后方的“大部队”会慢慢跟过

来，“预计还要半个月，下一批才会到，数量还说不准。等到北里湖能

见到鸬鹚，说明后续大部队差不多到齐了。整个鸬鹚队伍抵达的过

程大概持续一个月。根据统计数据，最多的一年，抵达西湖边的鸬鹚

有150只左右。”

很多人都说，鸬鹚是最爱西湖的冬候鸟。

它们都是每年 9 月最早报到，到次年三四月所有冬候鸟都撤离

了，才依依不舍离开。在杭州的大半时间，鸬鹚们就宅在西湖里潇

洒，抓鱼、玩乐。

鸳鸯是第二梯队，先遣部队一般在10月中下旬11月初来，数量

不多。11月中旬左右甚至更晚一点，才会陆续多起来。

第三批是织女银鸥，11月中旬左右来，它们很爱三潭印月一带，

有些胆子大的经常会和鸬鹚抢地盘。

姗姗来迟的肯定是普通秋沙鸭。超级“社恐”的它们，低调得很，

12月才会来报到，而且数量也不会很多。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特别提醒：西湖冬候鸟，都是野生鸟，它们对

环境很敏感，所以想观鸟的市民和游客，最好带上望远镜，安安静静

地看着就好，千万别太接近，以防惊扰它们。

本报记者 余雯雯

西湖第一批冬候鸟来了

“拖家带口”飞得慢
今年鸬鹚迟到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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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引水、施肥、修叶
茶树渐渐恢复元气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杭州西湖区转塘街道。这里是西湖龙井的

主产地，被誉为“万担茶乡”，共有茶农近 4000 户，茶园面积 1.1 万

亩。

根据此前报道，今年西湖龙井茶产区大约有 10%的茶园受到干

旱影响。不过此时，在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放眼望去，茶园里成排的茶

树呈现绿意盎然的氛围，很难发现受旱的迹象。

近看一株株茶树，虽然还能发现几片红叶，但也都“退居”树干中

段，枝头已经被新长出的绿叶取代。

走访过程中，记者仅在个别茶园的山头和山脚发现一两株完全

枯干的茶树。“这样的茶树不多，可能只占 10%不到，总体恢复情况

是较为理想的。”上城埭村主任助理杜旭琪说。

下午2点，茶农俞春根在茶地边上闲坐歇息，他告诉记者，“之前

晒红了很多，现在差不多都长出来（新叶）了。”另一位茶农俞春友说，

“上个月我们都是半夜和凌晨起来浇水，很辛苦的。”

“吐绿”后的茶树恢复了元气，茶园里已经很少有人在地里干活，

茶农们迎来了艰难抗旱后一段短暂的闲适时光。“月初刚刚喷洒了叶

面肥，现在要等新的底肥菜籽饼送来，目前大家没有那么多农事操作

了。”杜旭琪说。

转塘街道区域发展办工作人员邬关林介绍，“今年转塘街道受高

温旱灾影响的茶地面积约为20%，不算特别大，目前基本恢复。”

他介绍，转塘街道群体种老茶树和“龙井43”的种植比例约为6∶4，

而老茶树抗旱能力相对较强，所以抗旱工作主要是针对“龙井43”开

展。“主要就是搭黑布，遮阳。”茶农俞春友告诉记者，两种茶树自己都

有栽种，“龙井43”是最怕晒的。

8 月，这里的茶山上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黑色遮阳布，而现在，

随着高温天气逐渐消退，遮阳布已悉数被茶农们卷了起来。

除了避免高温直晒，还要引水“解渴”、施肥和修叶。

目前这些工作都进展得差不多了。今年 9 月 7 日至 18 日，转塘

街道用无人机给茶树喷洒了有机叶面肥。“上周末已经全部喷洒结

束，抗旱工作也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秋季防病害了。预计10月底

将结束所有肥料的使用，保证明年三四月采春茶时不会有残留。”邬

关林说。

明年春茶产量“基本无影响”
受灾茶农还有专项补助

如今，茶农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今年干旱对来年春茶产量的影响。

邬关林表示，由于还没有进入采茶期，现在还无法准确判断，但

影响应该不大。

对此，记者也咨询了西湖龙井茶产业协会会长商建农，他表示，

“前期看着好像很严重，但这几天茶树又恢复了。”据他估算，整个西

湖区没能恢复而完全枯死的茶树仅占 1%，“这对于明年西湖龙井产

量基本没有影响。”

受灾的茶树主要集中在“龙井 43”，但是一部分根系深、靠近地

下水的“龙井43”，实际受到的影响也不大。

另外，邬关林表示，“今年西湖区还有一笔农业抗旱救灾补助资

金，总计 500 万元，将根据每个村的受灾情况下发，目前这笔资金即

将到位，马上就能启动发放程序。”

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历了今年夏天这波旱情

的考验，西湖龙井产区共 2.2 万亩茶园（包括景区和西湖区）之前有

蓬面叶片晒焦的情况出现，现在基本都已经得到恢复，并不影响明年

春茶的生产。

最近，在西湖龙井产区种茶的杭州市农科院也做了一项产区调

研，相关负责人表示，“旱情对茶树的影响已经消失，我们在走访调研

中仅发现西湖区转塘街道茶场村的部分山顶上，有茶树晒死的情况

出现，总面积不过几十亩。晒死的茶树，经过茶苗的重新移栽，还是

能恢复生产的。”
东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