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每年四五月春夏交替的季节，是洞头羊栖菜养民最为忙碌的时节。

你是不是和记者一样没听说过“羊栖菜”这种菜的名字？

其实，羊栖菜是一种生长在低潮带岩石或海上养殖田里的藻类生物，因其

含大量多糖、蛋白质、矿物质、微量元素，拥有较高的营养保健价值，被素来爱

吃羊栖菜的日本人称为“长寿菜”，也被收录进《本草纲目》作为药典的菜蔬。

作为全国最大的羊栖菜养殖、加工和出口基地，洞头年产干品菜 7000 多

吨，90%的产品出口日、韩、欧美等国家，占国内出口份额的90%以上，被誉为

“中国羊栖菜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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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杭州市发布了备受关注的杭州市第二植物园

（暂名）最新进展：拟选址在杭州云城核心区块、杭州西站

以北，约4平方公里，并于当天起面向全球征集概念规划

方案。

杭州市第二植物园
拟落户云城
占地约4平方公里
最快9月明确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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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人都熟悉的杭州植物园，面临着发展空间受限、

缺乏水系和场地割裂等问题，难以匹配目前杭州超千万

人口规模的发展需求，2019 年，杭州谋划启动杭州市第

二植物园建设。

昨天公布的杭州市第二植物园的选址，山水格局优

越，不仅有山，还有丰富而贯通的水系资源，林田相依，土

层深厚而肥沃，具备较好的植被基础和杭州地域典型特

征。

第二植物园拟落户云城，是自然山水条件、“城-园”

发展定位双向匹配推动的结果。

这片生态“绿肺”将反哺云城，充分彰显杭州山水城

市形象，形成“园在城中、城在园中”的良好互动格局，为

云城打造“杭州新地标、城西CBD和高端人才集聚地”提

供优越的生态支撑。

第二植物园山水格局优越第二植物园山水格局优越

根据征集公告及相关前期研究，杭州市第二植物园

将立足杭州，以华东地区植物迁地保护为核心，构建集引

种、科研、科普、游憩、文化和花园生活为一体的“自然生

态园、植物百景园、江南园林精品园、城市中央花园”，以

“诺亚方舟、科学内涵、文化传承、江南风貌”为建园理念，

打造国际一流的植物园，最终目标纳入国家植物园体系。

目前，该征集公告将于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方网站、杭州市余杭区人民

政府等平台发布，预计 5 月底发布入围及备选设计单位

名单。最快今年 9 月，杭州市第二植物园将会有一个明

确的规划方案。

有意参加本次方案征集活动的设计单位，刷右方二

维码了解具体投稿方式。

争创国家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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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时节，丽水市莲都碧湖大陈

村金色田园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可以

生吃的水果玉米抢“鲜”上市啦。

这款雪甜7401玉米籽粒全部呈

奶白色，排列整齐，它通体奶白色，甜

度高，淀粉含量非常低，富含丰富的

膳食纤维。剥皮后直接食用，一口下

去，入口无渣，汁水如牛奶般乳白浓

郁。

细细品，甘甜且富有马蹄的清

香、牛乳的甘醇、甘蔗的津甜⋯⋯可

以说它既是水果又是粗粮。

为了不错过最佳采摘时期，每天

一大早，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便来到玉

米地，忙着采收今年试种的水果玉

米。据了解，金色田园果蔬专业合作

社种植玉米 115 亩，其中雪甜 7401

水果玉米种植了 13 亩，亩产 1700 多

株。目前，零售价8元一斤。

负责人陈耀华说：“我们合作社

第一批的雪甜 7401 是 4 月 25 日上

市的，接下来到 5 月底我们都可以提

供，货源是充足的。”

通讯员 楼卉 周攀

牛奶一样甘醇，入口无渣

说它是玉米
吃起来像水果

近日清早，记者跟随洞头东屏街

道羊栖菜养民柯友进一同登船，前往

他所在的养殖海区进行采收。“嚯！

短短几个月就从幼苗长成了‘大块

头’了，看样子今年的产量不错！”行

进途中，柯友进对今年的收成满是期

待。

抵达养殖区域，从羊栖菜的外形

来看，它似乎就是一种灰黑色的杂

草。若忽略颜色，它的外形就像小草

的嫩芽一样，不过它是一大撮一大撮

地生长，有时候也会生长在海边的石

头上面，数量往往会很多，所以采摘

的时候经常收获满满。

捧在手里细看，羊栖菜跟陆地生

长的麦子特别相似，气囊像麦穗，有

茎有根，难怪温州话称其为“山头

麦”。

当地称羊栖菜为“山头麦”

当记者还在观察羊栖菜的长相

时，柯友进已经在船尾固定好了船只

的位置，其他负责收割的养民已经戴

好手套、换好防水服。

只见他们俯下身子，靠在船上，

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将羊栖菜拉到船

边，同时用小刀在连成片的羊栖菜尾

部轻轻一划，这样一来，一截截的羊

栖菜全部装入网中了。

“你看，这个部位是羊栖菜的精

华，售价也较高。”当记者也在卖力收

割时，柯友进将一截颗粒饱满、丰硕

且仅有 10 厘米长的羊栖菜递过来，

“茶叶有‘头茬’、紫菜有‘头水’一说，

羊栖菜也有此类讲究，头部 10 厘米

嫩芽菜是羊栖菜中的上品。”因此，采

摘羊栖菜不仅仅是机械的体力活，更

需要有慧眼识别嫩芽。

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劳作后，

船上已经堆成了一座黑压压的“小

山”。

完成当天的收割任务返程时，柯

友进对今年的收成备感信心，“总共

100 多亩的羊栖菜，收割完以后收入

20万元应该不成问题。”

本报记者 章慧聪 刘琨 文/摄

采摘需要慧眼识嫩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