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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飙升，本轮天气回暖昨天

达到顶峰。截至昨天 16 时 20 分，杭州

站最高气温达到35.1℃。

历史上，杭州站自有气象记录以

来，4 月中旬最高气温是 2004 年 4 月 20

日 34.2℃，而 4 月最高气温是 2011 年 4

月 26 日 34.8℃。昨天这样的热度，无

疑打破了纪录，稳居第一！

很难想象这是4月的杭州，居然已

经冲上高温线。户外小伙伴直呼：这哪

里是踏春，分明是夏令营！

不过，查询记录，4 月份浙江的高

温记录还蛮多，所以昨天这种热度，也

不能说罕见。

但是，这样的高温延续不了多久，到

底还是春天，冷空气依旧频繁，这轮大规

模回暖之后，本周末，气温又要腰斩！

今 天 ，预 计 杭 州 最 高 气 温 还 在

30℃以上，但周三开始，浙江各地气温

明显下降。尤其是周末，各地最高气温

基本在15℃上下。

后面几天极有可能进入“倒春寒”

模式，大家注意及时添衣，具体情况记

者会及时关注。

按照天气的套路，接下来安排了一

场雨来降温。

随着冷空气抵达，本周第一轮降水

出现在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

今天下午浙西地区开始阵雨雷雨

天气，随后降水逐渐东扩，夜里阵雨雷

雨范围扩大到全省。由于近期晴热天

气能量积聚，要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

气的影响，尤其浙南一带，局地还有小

冰雹出现的可能。

杭州来说，预计今天傍晚前后到夜

里，将有明显雷阵雨过程，雷雨时短时

风雨较大，其中南部西部地区雨量中到

大，雷雨时局部有短时暴雨和 7~9 级

雷雨大风，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防范。

本周第二轮集中降水出现在 4 月

22 日~24 日，一到周末就放晴的格局

变了，湿湿冷冷的本周末适宜宅家。

本报记者 方力

杭州昨气温历史同期最高

离立夏还有半个多月，

今年杭州人的乌米饭提前开卖了。

4 月 15 日晚，有网友向记者报料，

菜场网红“杭州小农民”发了朋友圈，她

们家已经开始卖乌米饭了。

4 月 16 日 ，杭 州 迎 来 今 年 首 个

30℃+的日子，双休日的菜场人来人往，

热火朝天。

“给我来一份乌米饭”“我也要一

份”，上午 10 点，杭州凤起农贸市场二

楼，因为摊主申屠永丽外出了，丈夫阿

明和来帮忙的姐姐忙得不可开交。

“今年我们是最早开始卖乌米饭

的，上周一（10 日）开始。清明团子下

市，乌米饭就接上了。很多杭州老客人

早就在等乌米饭，我们在安吉找到了叶

子，自己做的。”

傍晚刚回到杭州的申屠永丽翻账

本告诉记者，今年的乌米饭比去年降了

1元，15元/斤，卖得比去年好。前天她

卖出70斤乌米饭，昨天也有55斤。

在城南的老字号江南春，记者看

到，黑乎乎的乌米糕也已经悄然上市，

售价 2.5 元/块。店员谢先生说，今年

乌米糕上市比往年早，一天能卖 300

块。

“王蓉粽子”是杭州小有名气的网

红店，这几天，也陆续有人来问乌米饭，

老板王蓉想请钱报转告大家一声：“我

家的乌米饭还没上，我们用谷雨前后的

南烛叶做乌米饭，叶子可能要 20 日左

右到，想吃的客人还要再多等两天。”

乌米饭是甜口还是咸口？每年立

夏前后，新老杭州人常会为此争论几

句。

胡庆余堂药膳馆总经理张永胜告

诉记者，甜的咸的都安排，“每年立夏前

后一周我们都会推出立夏饭，分甜咸两

种口味。”他说，中医有句话叫“千补万

补，不如立夏一补”。立夏当天，吃上一

碗立夏饭，有一年到头身体健康的美好

祝愿。

在传统立夏饭的配方上，药膳馆加

入了适合立夏时节的药食同源中药材，

许多食客会提前到店预订。“立夏期间

豌豆、蚕豆正当季，加上有些家庭春节

冬季腌制的咸肉还有存货，我们就拿来

一起配伍，后来慢慢演变成笋丁腊肉

饭、腊肠豌豆饭等等，都是就着一口鲜，

细细咀嚼香糯的米饭，期望一年的辛苦

劳作换个好收成，一家人健健康康，平

平安安！”张永胜说。

本报记者 章卉

才下青团又见乌饭
夏天美食提前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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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记者的朋友圈里，有不少人晒出了逛

上海花展的美照。很多人淘到没见过的花花，也

有人捡漏买了便宜资材。感觉疫情政策调整后，

园艺消费市场热情高涨。

四月份正好是园艺市场销售旺季，昨天记者

驱车到嘉兴海宁的苗圃，了解最新市场行情。

中华木绣球5年苗
疫情前后涨价1000元

周末，苗圃老板吴玉军也刚逛完上海花展回

来。这几天，他家苗圃里，拉货大车进进出出不断。

上午记者待了两小时，就有两辆大货车来地里拉

苗，都塞得满当当，生意确实不错。

疫情政策优化调整后，面向家庭市场的花卉

园艺消费情况如何？以记者采访的这个苗圃为

例，这里三四月份的销售爆款是绣球花。

比如，中国原生物种中华木绣球，是今年很多

地方刷屏的花卉品种。印象中，这种开白色大花

的植物，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花卉审美，因为很

多上了年纪的客人，比较喜欢红色系的花卉。

中华木绣球花朵硕大，直径大约有 20 厘米，

花期从3月中下旬开始，可以持续1个月。

中华木绣球的火爆，其实也就是最近五六年

的事。吴玉军说，疫情之前，一株 1.5 米高的 5 年

生苗，市场零售价大概是600元。

这几年木绣球持续升温。由于它的扦插繁殖

成活系数通常只有 30%~40%，而喜欢这种白色

花的人越来越多，同规格的苗现在市场价已经涨

到了1600元一株。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
直播10天卖出八千盆绣球

欧洲木绣球的花朵只有前者一半大，但丰花

性（指花量大，同一花枝上有多个花苞，而且花期

长）很好，关键是繁殖成活率高，性价比高。

随后，记者跟着苗圃主播钟传盛来到大棚直

播间，最近十来天，直播间的销冠就是欧洲木绣

球。价位多为百元以内，最贵的也就两三百元，这

个价格，很多花友能接受。

钟传盛说，今年直播间欧洲木绣球的销量比

去年有较大的增长。去年这个直播间，1 个月卖

出去 5000 多盆，今年到现在不到 10 天就已经卖

了七八千盆。

由于欧洲木绣球还有十几天的销售期，今年他

们预计直播销售3万盆是没有问题的。为了带货，

主播特别拼，早晨6点半就在播了，深夜12点才下

播。钟传盛坦言，自己会把精力放在早上6~9点多

这个时间段，中午休息一下，然后晚上 7 点半~11

点多继续直播。

吴玉军也算了算，3~4月，苗圃主供二级市场

批发端的大花绣球，一共卖出去1万多盆，直播电

商渠道主打欧洲木绣球，也卖出去 8000 盆，这两

块最大头的销售业绩相加，已经超过了 100 万

元。

本报记者 施雯

价格飙涨销量暴增
绣球花成市场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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