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除了菜，小店还有菜苗出

售，南瓜、葫芦、黄瓜、丝瓜、大小番

茄、辣椒、黄秋葵等菜苗，每个品种

都是2.5元一株。

有位男士来店里买菜苗：“菜

苗有得多吗？每种我要 30 株，下

午来拿。”他对记者说：“我们公司

在西湖边，大家在小楼上开垦了一

片菜地，正好需要菜苗，我姐姐住

在华家池，是她告诉我，这边有菜

苗卖的。”

育苗前准备的种子，多出来的

部分姜师傅也放在小店里卖，都是

几元钱一包的捡漏价，很多居民买

回去就在阳台花盆里种着玩的。

浙大蔬菜所在下沙还有一块

菜地，昨天小店里卖的芹菜和生菜

都是下沙农场供的货。

浙 大 蔬 菜 研 究 所 所 长 卢 刚

说：“每年每季，华家池这边种的

蔬菜，主要是用作种质资源保存

等科研目的，地里的蔬菜算是科

研副产品，平时都是姜师傅在打

理。”

10 多年前，所里的老师都搬

去紫金港校区办公了，只有农忙的

时候才来华家池这边的试验田。

记者问卢刚：“为什么不在紫

金港附近找地种菜呢？”

卢刚说：“一来，去外面租地需

要费用，二来，科研的田间管理和

普通菜地不同，姜师傅打理多年，

做得挺好，我去别处找地，不一定

能找到他这么好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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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吃菌，赛过参”，味道鲜美的野生菌往往长在人迹罕至的

深山中，例如牛肝菌、松茸，以及被称为“菌中之王”的羊肚菌。

但近日，有人发现在丽水庆元县政府大院草坪上，竟出现一小片

野生羊肚菌，且个个长势肥美。

县府大院长出
稀有野生羊肚菌
大院里的人舍不得摘

网友已开始“在线点菜”

这两天，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的紫藤花长廊刷屏。杭州人都知道，华

家池以前是老农大，这里景美花好看，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地里的菜更

好吃，而且可以买。

昨天上午，钱江晚报记者在华家池校区找到一片小菜地，就在华池南

路上“浙江大学蔬菜研究所”门牌坊里，门口还有个卖菜的小店，来买蔬菜

和菜苗的人络绎不绝。

别看门店小，这个小店依托背后的研究所，可是杭州独一份的“宝藏

小店”，“限时限量款”的菜不断，菜价也很香，还能淘到种子、菜苗等菜场

里的稀罕货。

香椿、雷笋、马兰头凌晨3点现割现卖

春季还有种子、菜苗出售

浙大华家池边
宝藏小菜店“有背景”

本报记者 施雯 文/摄

“什么这么香？”“哦！是桂花开了！”这两天，桂花又

现杭州街头，闻到熟悉的香味，许多人又惊又喜。有人

调侃：“桂花：我怎么又上工了？”在很多人印象中，秋天

才是桂花的主场。

杭州植物园高级工程师陈晓玲说，现在开花的是四

季桂，因为一年可以开花数次，所以有四季桂之称，也叫做月

月桂、月桂。不过四季桂的花香较淡，没有秋季开花的金桂那般

浓烈的香气。

四季桂在什么条件下会开花？

据了解，四季桂喜欢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环境，生长适温

20℃~30℃。只要温度湿度适宜，就能在春暖花开的时节闻到

散落在空气中的淡淡桂花香。“除了极寒和高温情况下四季桂不

开花，一般情况下都会开花。”陈晓玲表示，四季桂能够“超长待

机”，甚至在不太冷的冬天也会开放。

而这几天，杭州的气温也确实达到了四季桂的开花条件：4

月 9 日截至下午 4 点最高气温 24.7℃，杭城春天闻到桂花香也

不稀奇。 本报见习记者 田雨阳

春光里
杭城桂花又上工了
网友：桂花的主场不是在秋天吗

菜香

菌香

4月10日上午8点多，还没到上班时间，但庆元县政府大院

内一棵树下早已人头攒动，大家围着一处草坪拍照。凑近一瞧，

只见一个个椭圆形“小伞”状的东西隐藏在草丛中，它们表面褶

皱凹凸不平，状若羊肚，数量有数十棵。“这是羊肚菌，很少见到

野生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它们的“真面目”。最早发现羊肚

菌的是县政府保卫科的工作人员。

羊肚菌对生长环境要求十分苛刻，所以野生数量很少，人工

繁育栽培难度也极大，能在城市环境中生长较为罕见。目前市

场上人工种植的羊肚菌（鲜）要100多元/公斤，而野生羊肚菌价

格要翻十倍左右。

县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19 年，庆元县政府大院西侧

花坛施工中就曾发现大量野生羊肚菌。

“一般长过羊肚菌的地方都会再次生长。”庆元香菇研究会

会长甘长飞说，县府大院那块地里存在羊肚菌丝，当有足够营养

物质，温湿条件适合时，菌丝发育到一定程度就会长出羊肚菌。

野生羊肚菌的视频和照片被分享到社交平台后，网友们纷

纷开始“在线点菜”：“和排骨一起炖汤，十分鲜嫩爽口。”“羊肚菌

不似松露那般娇气，无论切丁切片，还是整个儿吃，都好吃。”

虽然十分珍贵，但县政府大院内的羊肚菌大家都舍不得采

摘，只是静静地围观“打卡”拍照。

本报记者 李攀 叶锦霞 通讯员 吴丽萍

QIANJIANG EVENING NEWS

88

·在浙里
2023.4.12 星期三 责任编辑：黄莺/版式设计：王磊/责任检校：姚清2023.4.12 星期三 责任编辑：黄莺/版式设计：王磊/责任检校：姚清

“马兰头今天来不及割，香椿

还有点，雷笋卖完了⋯⋯”平时，在

小菜地种菜、小门店卖菜的都是姜

师傅，他是浙大蔬菜研究所的雇

员，帮所里打理这片 10 来亩的试

验田。

姜师傅老家在淳安，曾以捕鱼

为生，20 多年前进城打工时，就找

到了这份工作。因为田间管理比

较到位，他深得浙大蔬菜所老师们

的信任。

每一季，姜师傅要种 10 多个

品种的蔬菜，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

去田里忙活了。小菜店早晨 6 点

开门，一直营业到晚上8点。

来店里买菜的，主要是住在附

近的老师和职工，偶尔也有外面来

的市民过来买菜，熟门熟路地把车

停在华池南路的停车场里。

钱报记者问了价钱，这天的毛

毛菜2元/斤、包心菜3元/斤、三月

青 3 元/斤、青菜 4 元/斤、胡萝卜

6.5 元/斤、青大蒜 4 元/斤、葫芦 5

元/斤、松花菜 6.5 元/斤⋯⋯感觉

整体比外面菜市场便宜 20%，菜

也更新鲜。

菜地里有几个大棚，大棚旁边

零碎的土地姜师傅也都利用起来，

种上各种时令蔬菜，田边的水渠也

不能浪费，姜师傅种了菖蒲，地里

还搭配种了艾草。等到了端午节

的 时 候 ，一 把 艾 草 加 菖 蒲 只 要

1.5～2 元，而菜场里要卖到 5 块

钱，因此很受附近居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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