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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绍兴，种丝瓜的老聂有30亩大棚丝瓜正值上市。

往年种的丝瓜，农户都是自留品种，因为品种严重退化，丝瓜的田

间管理和品质产量都有一定影响。

今年老聂选择了省农科院的一个绿肉丝瓜新品种，产量更稳定，

口感更好，刚上市的收购价3元一斤，特别受杭州市场欢迎。

丝滑软糯，鲜嫩欲滴

夏天的餐桌上不能没丝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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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杭州的夹

竹桃开得正旺。西湖西泠桥、

钱塘江九堡大桥和一些河道

边，夹竹桃都开得很热闹，引

来大家纷纷打卡。

但你知道吗，夹竹桃虽

美，却带着“刺”：可观赏，但有

毒，不可食用。

夹竹桃的花一般有两个

颜色：白色和红色。它优点

多，花期长，如果养分足够、养

护得当，基本上可以从 5 月份

一直开到10月份。

另外，夹竹桃非常好养

护，很容易自成景观，它的降

粉尘和净化空气的效果也非

常好。

记者咨询了杭州市园林

绿化发展中心绿化管理科科

长陈亮。陈亮表示，夹竹桃虽

美，但它的叶子、根茎、树皮和

花粉有一定毒性。

他建议，市民朋友观赏夹

竹桃的时候，不要去摘它的叶

子和枝条，更不要去摘它的花

朵。观赏过程中不小心触碰

到，注意及时清洗。如不小心

服用中毒后，可能会有恶心、

呕吐、昏睡、心律不齐等症

状。只要做到文明观赏，对我

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本报记者 杜雪梅 陈晓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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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雯

“自然界”介绍

浙江的春华秋

实 夏 种 冬 藏 ，

如果你也是个

热 爱 自 然 的

人 ，希 望 能 与

我们分享你的

所知所见。

联系邮箱：

49262856@

qq.com。

本报讯 6 月 6 日，经过

四个小时的跋涉，10 只“东方

宝石”朱鹮从位于德清县下渚

湖湿地的浙江省朱鹮抢救保

护基地乘坐专车，顺利抵达江

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2022 年 9 月 28 日，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同意从浙江调

拨 20 只朱鹮，用于在江苏盐

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实施野化放归。这是朱鹮

首次出省。

为了让朱鹮尽快熟悉新

环境，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

区下足了功夫。

“我们为这批朱鹮搭建了

1800 平方米的宿舍，笼内设

有水池、木架等与自然相似的

生态系统，届时朱鹮会经过两

个月的适应期过渡后，进行野

外放归。”管理处副主任陈浩

介绍说。

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

区是我国最大的海岸保护区，

也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区，环境

适宜鸟类迁徙繁衍，同时也

适应朱鹮的培养发育。截至

目前，保护区有动植物资源

2800多种，其中鸟类421种。

“此次朱鹮入驻盐城，是

对盐城鸟类物种多样性的丰

富和完善，对中国南方地区朱

鹮种群重建有重大的意义。”

陈浩说。

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

美誉，也是世界上最濒危的鸟

类之一。为了能让朱鹮在盐

城顺利地繁衍生活，浙江省朱

鹮抢救保护基地精心挑选了

身体状况良好、具备优秀飞行

能力的健康成体，分别为 5 雄

5 雌，年龄 3~5 年性成熟的最

优组合。

同时，基地提前和高校合

作进行抽血基因组测序，保证

选择的朱鹮基因优秀，状况良

好。

本报记者 叶诗蕾

本报通讯员 李典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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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夏日来临，最舒爽的莫过于吃一

口冰镇的西瓜。在温州永嘉有一处西瓜种植

园格外特别，瓜田是在高山之上。在鹤盛镇黄坑

村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瓜田里，一片片绿色的田地

向山上延伸，青绿滚圆的西瓜在翠绿的藤蔓中若隐若现。

种植户盛忠良种植了30多亩高山梯田西瓜，最近正忙着在瓜田里

采摘。他告诉记者，现在一天只可摘 1000 多斤，再过半个月将迎来西

瓜大量上市，最多时一天可摘10000多斤。

西瓜种在海拔 400 米的高山梯田上，土质肥沃、阳光充足、昼夜温

差大，种出来的西瓜汁多味甜。这几日西瓜的组团批发价卖 3.5 元一

斤。

为了解决高山西瓜“下山”的难题，6年前，盛忠良在农田里建造了

500多米长的单轨运输滑道。他说，“一个人最多挑200斤重的西瓜下

山，用这个滑道就轻松多了，节约人工成本。”西瓜摘了之后，盛忠良只

要从田头挑出来，然后放到单轨运输机上，就能让西瓜“轻松”下山。

本报通讯员 刘婷婷 谷周乐

高山梯田西瓜

坐上“小火车”下山了

以前浙江人只在夏天吃丝瓜
现在可以从3月一直吃到11月

丝丝滑糯叽叽，夏天的丝瓜，你喜欢白肉还是绿肉，是口感清爽，

还是汤汁浓稠的？

最近，浙江省农科院蔬菜所的丝瓜育种专家董文其，请记者吃了

盘特别鲜的“翡翠”丝瓜。炒熟的瓜肉颜色翠绿，口感也特别丝滑软

糯，秒杀市面上普通丝瓜的口感，是这两年在省内推广的新品种。

以前，浙江人只在夏天吃丝瓜，现在有设施大棚，加上不同品种搭

配，丝瓜可以从3月一直吃到11月。

除了采摘期的延长，通过科研攻关，丝瓜口味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丝瓜中的“白富美”
浙江最好吃的是白丝瓜

10 多年前，本地“铁皮”丝瓜还是杭州菜市场里夏天的主销品种。

这种丝瓜细细长长，皮厚肉少，好不容易刨出来的瓜肉还没炒，就氧化

变褐色了。

如果给浙江丝瓜排个序，最好吃的应该是白丝瓜，论颜值和内涵，

算得上是丝瓜中的“白富美”，长得很像白茄子，肉质致密。不过，白丝

瓜的“脸皮”实在太薄，生长过程中容易裂果，运输途中一蹭就破，只能

在老家就近销售，所以很多浙江人都没有吃到过它。

有棱丝瓜味道也不错，它是普通丝瓜的“远亲”，浙南一带也叫六

棱瓜。这种丝瓜皮厚果肉多，颜色翠绿，很适合放汤。

建德还有种糯米丝瓜，个头特别矮，瓜长不到20公分，运输方便。

集齐白丝瓜的肉感，有棱丝瓜的翠绿，糯米丝瓜的短胖，科研人员

就是努力去选育更“完美”的丝瓜。

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的朱鹮 谢尚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