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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杭州本地西瓜陆续上市，加入了杭城的水

果江湖，开始崭露头角。

目前出现在杭州市面上的本地西瓜，主要有石岭

西瓜、乔司西瓜等，口味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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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5 日，将迎来立夏节

气。杭州半山的立夏习俗延续千年。每

年一到立夏，半山及周边的居民便会聚

集庆祝，迎接夏天的到来。

杭州流传着“立夏一口乌米饭，一夏

蚊子不叮咬”的说法，要说哪里的乌米饭

最香最糯最好吃，很多人会脱口而出

——半山。

今年，第十三届半山立夏民俗活动

将在杭州半山国家森林公园非遗广场举

行。品乌米饭，是半山立夏民俗活动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相较往年，今年的半山立夏民俗活

动会有什么变化？杭州人心心念念的乌

米饭准备得怎么样了？昨天，记者提前

来到半山探营。

刚走进半山的娘娘庙，记者就闻到

了乌米饭的清香。工作人员正在这里忙

着做乌米饭。

省级非遗传承人、皋亭文化研究会

名誉会长倪爱仁告诉记者，他们从义乌

定制了一台机器，榨出来的南烛叶汁更

浓厚，“所有的叶汁都需要静置六个小

时 ，这 样 做 出 来 的 乌 米 饭 更黑、更晶

莹。”

南烛叶边是堆得高高的糯米，“我们

选了更圆润的糯米，蒸出来更糯。”

在后面的厨房里，三四台蒸炉同时

开工，冒着热气，“蒸一锅大约要 45 分

钟。”

倪爱仁介绍，今年一共准备了8500

余斤糯米，可以制作 17000 余份乌米

饭，这是半山立夏民俗活动举办以来最

多的一次。“我们从4月下旬就开始忙碌

了，到现在已经做了 6000 余份乌米

饭，送给了半山街道的居民家庭以及

养老院、学校、医院。”

据悉，在今年的半山立夏民俗活

动中，除了品乌米饭，全新编排的二

十四节令鼓将迎来首秀，同时还有

“送春迎夏”祈福巡游、烧野米饭、绘

泥猫、称人、烧蚕豆、立夏尝新等传统

民俗体验。

本报记者 盛锐 通讯员 江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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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有网友拍摄到今年

西湖第一窝鸳鸯宝宝，还有人拍到鸳鸯

一家过马路，有爱的公交司机让行。

接下来，随着气温渐升，西湖里鸳鸯

宝宝的身影会越来越多。

每年此时，西湖水域管理处工作人

员都会在沿湖荷区搭建“爱心桥”。“爱心

小桥”不仅可以帮助宝宝们顺利过桥觅

食，还能供它们暂时休息玩耍。这个有

爱的场景，也成了西湖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昨天一早，西湖荷区养护工作人员

在拦网区域逐个搭建小桥，静候鸳鸯宝

宝们的到来。不一会儿，一只公鸳鸯在

这片荷区缓缓溜达着，像是提前来“探

路”。

据悉，从今年3月开始，西湖景区的

荷区养护工作人员就着手为鸳鸯桥做准

备。在选材上，工作人员特意在竹片外

加了无纺布，便于小鸳鸯走得更稳。

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柳浪管理中心

副主任俞阳洋说，为了让鸳鸯宝宝们尽

情畅游西湖，今年的爱心鸳鸯桥数量有

所增加，将搭建10座，分别位于北里湖、

西里湖及外湖。和往年一样，今年搭建

仍然保持着一个合适的距离，离岸10米

左右，避免游客惊扰到它们。

另外，俞阳洋呼吁：鸳鸯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更是西湖一道靓丽风景，

请大家善待这些在西湖出生、成长的小

生命。

“对这些野生鸟类最好的保护，就是

不要抓捕、不要喂食，不要去惊扰它们的

生活，让鸳鸯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小时

光。”

本报记者 邹宸 通讯员 沙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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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杭州人的“梦中情瓜”，不得不提又甜又脆的

“8424”西瓜。在被誉为建德大棚西瓜“第一招牌”的

更楼街道石岭村，头茬“早佳 8424”已上市，吸引了不

少人前来品尝。

“这两天都有杭州客人打电话来预订。”石岭村党

总支书记叶志昌介绍，今年石岭村西瓜种植面积约

300亩，亩产约10000斤。现在产量还不高，每天几千

斤左右，来买瓜的也都是老客户，大都直接到地里挑。

“总产量要比去年略低。”叶志昌说，这和清明前后

的阴冷天气有很大关系，虽然产量下降了，但首批石岭

西瓜还是赶在五一前上市，甜度也够，价格与往年基本

持平，批发价格在4.5元/斤，采摘价在4.8元~5元/斤。

杭州有名的乔司西瓜也已上市。不过，在钱塘区

乔司农场种了十多年西瓜的牟金辉介绍说，“现在的瓜

还不够甜，最好再养几天。等到5月中旬，乔司西瓜才

会大量上市。”

“最早一批头茬瓜，现在可以吃了，不过数量很少，

一个瓜棚里也就只能挑出一两个。”牟金辉说，5 天前，

他从地里采了一个西瓜尝过，口感鲜，但甜度不是很

够。

牟金辉在地里摘了个西瓜给记者品尝，口感脆

甜。他用甜度仪测量了一下，甜度约为 11.7，“只能说

基本达到售卖标准。如果五一假期天气晴好，我就开

始卖了。”

杭州市面上在售的主要还是来自海南、云南等地

的外地西瓜。

杭州拱墅区一家水果店现在主要卖海南产的麒麟

瓜，4.5元/斤。货架上也摆着本地西瓜，主要是刚上市

的乔司产小西瓜“早春红玉”，售价5.8元/斤。

店老板说，前几天升温，西瓜销量一下子就上来

了，这两天，气温下降，买的人就要少一些。

线上生鲜平台的西瓜销售情况怎么样？

记者在某 app 上看到，最便宜的是麒麟奶油西

瓜，杭州产的1.8kg的31.9元一个，云南产地的麒麟奶

油西瓜（单果 4kg 起），59.9 元一个，最贵的牛奶小西

瓜，1.2kg规格25元/个。

虽然价格小贵，但人们的“吃瓜热情”似乎不减，数

据显示，该平台杭产麒麟奶油西瓜的月回头客已达

52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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