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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姑娘”的影响下，这两天雾气袅袅的雨西湖一度刷屏出圈，

与此同时，许多顶着小伞的野生菌在西湖边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生长格外旺盛。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不少杭州的菌子食用爱好者纷纷发帖组团

“线下采蘑菇”，其中杭州植物园被多次提及。

雨后野生菌扎堆 菌子迷组团采摘
专家提醒：野生菌品种很难认全，野外采摘切勿食用

本报讯 这几天，浙江的雨水又杀了个回马枪。昨日雨水

比较显眼，主要落区在浙北和浙中西部，其中杭嘉湖一带最为

明显，局地仍有大到暴雨。不过，马上要切换模式了。7 月 4 日

起，随着副高再次加强，盘踞许久的梅雨带终于一路向北。

今天开始，随着梅雨带北抬至江淮一带，稳定性降水撤退，

午后雷阵雨开始多起来，浙西北一带较为明显。明天，随着副

高北抬加强控制我省，雷阵雨范围缩小，主要出现在浙北北部

地区。此外，其它地区也会有雷阵雨天气现身，主要出现在午

后，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

除了雨水的改变，气温升高也是无法忽视的存在，盛夏的

热情即将到来。

今天开始，浙南地区气温再上一台阶，向 38℃～39℃发起

冲击，浙北地区则要等到明天。随着副高加强北抬，35℃+的高

温遍地开花。7月4日至8日，全省都将被晴热高温包围。

杭州市气象台表示，今天起副高有所增强，杭州处在梅雨

带边缘，明天多午后雷阵雨天气，西南部山区前期累计降水量

大，尤其要注意午后短时强降水。

7 月 4 日起，副高将强势地控制杭州地区，前期气温较低雨

水多的天气会大变样。从这天起，晴热高温天气会霸屏杭州一

段时间，最高气温可达37℃～38℃。 本报记者 方力

晴热高温天气要来了
4日开始，杭城最高温将冲击38℃

本报讯 昨日，市民周女士向记者报料：某商家在售卖一款

“荷包鼓鼓”的布包袋，号称是西湖景区的文创产品，包袋上印着

荷花莲叶和“发大财”等字样。

“我怎么在西湖景区从来都没看到过这个包？真的是景区

推出的产品吗？”周女士有点疑惑。

记者根据提供的线索，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这家店铺的客

服。客服表示：“包袋是西湖灵隐景区文创店代‘请’的。”当询

问线下销售点的具体位置时，客服给记者发来一张文创店照

片。照片中，具体店名被涂抹掉，只留下“灵隐”二字。

店铺直播间当时正在售卖这款布包袋，直播间包袋的价格

从 88 元到 248 元不等。主播讲解说：“线下这款包要卖到 1280

元，直播间是福利价。”

该产品真的是西湖景区官方出品吗？记者立即向西湖景

区管委会求证，得到的回复是：“这不是官方产品，应该是商家

自己卖的产品。”

灵隐管理处也表示，这并不是灵隐景区的官方产品，也不

是灵隐寺的官方产品。“此前也出现过假借、蹭灵隐寺流量的类

似事情。”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线上平台及网络渠道出现的以介

绍“灵隐寺”景点信息为展示页面，或以“灵隐寺”名义注册的商

户号，从事商品售卖或提供有偿服务的，如“门票、香花券、祈福

绳、手串”等均未得到杭州灵隐寺的授权，请大家谨防上当受

骗，切勿购买。如果产品直接公开用灵隐寺名称，可以申请相

关部门处理。 本报记者 俞倩玮 章然

线下卖1280元，直播间只需88元
网红“荷包鼓鼓”出自西湖景区？
景区回应：不是官方产品

雨后野生菌大量冒出
菌子迷们组团采摘

昨天，杭州依旧飘着小雨。还没到植物园，记者就在马路边的草丛里

发现了几株长势甚好的野生蘑菇，整体为白色，蘑菇头则呈现淡黄色。

走进植物园，野生菌的种类就更加丰富了，特别是松树和柏树附近的

区域，菌子扎堆生长，记者粗略数了数，一小片绿地里就有七八种菌子。

“周末时会有人拎着袋子来采，我们看到了会阻拦。”保安告诉记者，

“如果不是采着玩，是要拿回家去吃，感觉还是挺危险的。”这名保安表示，

下雨天园区比较泥泞，到林间深处采摘万一摔倒也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带着小孩以观赏为主，碰到颜色鲜艳的、样子特别的，就拍照留

念。”一位家长告诉记者，这几天她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晒了采摘的野生

菌，就带着孩子来长长知识，“不会摘回家品尝，野生的不懂得辨别，还是

会有危险。”

“我平时挺喜欢刷采蘑菇的短视频，跟着博主‘云采菇’，看了一年多

感觉自己也掌握了一定的知识，所以平时会叫上几个爱好者一起去。”00

后西西是个“菌子迷”。她告诉记者，目前她通过线上发帖的方式组了几

次团，去宝石山、径山和湘湖等地采摘野生菌，“我自己倒是不吃，主要是

觉得采蘑菇是个很治愈的过程。”

野生菌种类很难认全
专家：采摘可能过敏，不建议尝试

“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去年，一首被当作毒蘑菇教育科

普的云南歌谣在网上火了，也道出了随意食用野生菌子的危害。

“目前我们食用菌的栽培种类已经非常丰富了，完全可以满足老百姓

的需求。”对于近期火起来的“野生菌子采摘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

所的专家金群力表示，他不建议大家去尝试，“野生菌种类有上千种，普通

老百姓很难认全。”

“很多爱好者认为自己掌握了一定的相关知识，所以采摘的热情很

高。其实有的野生菌在外观上可能很难去区分，毒性却千差万别。”金群

力介绍道。

“有的采摘者可能会拍照片寻求网上所谓专家的鉴定，也不是百分百

准确。”金群力表示，以记者提供的野生菌照片为例，想要辨明清楚也都需

要更多的细节照片。“但凡只要食用的菌子里有一朵有毒，都有可能置人

于死地。有的菌子即便不食用，触碰到也可能会致人过敏。”

各类野生菌各类野生菌各类野生菌

本报记者 滕一韬 文/摄

店铺售卖的店铺售卖的““荷包鼓鼓荷包鼓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