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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公告 接稿电话：0571-85311551专栏

杭州产权交易所公告
杭州市邻居中心花园店六层和七层

体育中心（601、602、603、701）房屋出
租公告

项目名称：杭州市邻居中心花园店六
层和七层体育中心（601、602、603、701）
房屋7年租赁权

地址：环站东路和跨塘桥路路口
出租底价：人民币980069元/年
信息披露截止时间：
2024年11月8日16时止
联系人及电话：宣小姐 楼先生

0571-85085367 0571-85085368
详情请登录杭州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hzaee.com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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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里挂在枝头的橙黄色柿子，曾经只是丰收的果实，如今已然成为一道抓人眼球和

镜头的风景。

萧山临浦镇横一村梅里自然村，就是一处看柿子的好地方。近期1500棵方顶柿子树迎

来成熟期，周末每天有上万名看柿子的游客涌进村里。

横一村副书记傅飞龙介绍，村里特地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尽量让游人能玩得开心，

比如村里停车场 10 元钱不限时停放，还安排了接驳车，供游客从停车场到柿子林之间的

往返，“周末接驳车没有空闲的时候”。

今年柿子大丰收，一棵柿树能结500多斤柿子

萧山横一村柿子游火了
周末每天涌进上万人

本报讯“北棕腹鹰鹃

昨晚出事了！被不知名

的猛禽吃了，只剩下一

堆毛！”10月19日，杭

州鸟友张先生在朋友

圈分享了这样一个“噩

耗”，作为一只网红鸟，

这只北棕腹鹰鹃是鸟友

近期热逐的对象，很多鸟友

从上海、江苏等地来看它，只可

惜“所有为北棕腹鹰鹃拍的照片都变成了它的遗照”。

这只北腹棕鹰鹃幼鸟曾出现在 10 月 17 日《钱江晚

报》8 版的报道中，许多观鸟、拍鸟多年的鸟友也是第一

次近距离观察乃至拍摄到这种迁徙过境浙江“窗口期”

较短的鸟种。

从被眼尖的鸟友发现以来，这只年幼且“胆儿肥”的

北腹棕鹰鹃已经在杭州植物园待了将近一周。

但就在19日早上，鸟友们见到的却是它仅存的一些

羽毛。

据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野鸟分会副理事长

东斯分析，它大概率是被盘踞在附近的凤头鹰给吃了，

“北腹棕鹰鹃迁徙时一般都是单独行动决定去留的时

间，这只幼鸟赖着不肯走，估计就被天敌盯上了。”

东斯说，如果是一只成鸟，停留时间不会这么长，所

以它也算是因“年少无知”惨遭毒手，“后面几天，它站的

位置越来越暴露了，头顶一直有凤头鹰在盘旋，也难怪

被吃了。”

像凤头鹰这样的猛禽，捕食时很凶猛，北腹棕鹰鹃

根本没有机会逃脱。

停留杭州植物园的北腹棕鹰鹃已遭毒手

“胆儿肥”的幼鸟
因“年少无知”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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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然

据了解，西湖边鸟类共有 200 多种，能冠上猛禽称号

的小10种，猛禽没有天敌，属于生态链大佬的地位，它们

的食物里有北腹棕鹰鹃、小鸳鸯这样的小鸟，还有兔子、

老鼠、小松鼠等。

根据杭州动物园副园长江志的观察，近年来猛禽数

量逐渐增加，“一个原因是它们的食物增加了，小松鼠、小

鸳鸯经过多年繁殖，数量大增；另外，西湖的生态环境变

好，猛禽自然更愿意栖息在这里。”

猛禽圈中，伯劳体型最小，和麻雀差不多，其次是鸺

鹠，凤头鹰比鸺鹠大一倍左右，体型最

大的是鸮和隼。

“这些猛禽大多生活在西湖

南片的山林里，花港观鱼的大

树间也能窥见它们的身影。”

江志说，一般来说，早上 10 点

至下午 4 点是它们的休息时

间，晚上才会出来活动觅食。

本报记者 邹宸 章然

西湖边有不少“猛禽大佬”西湖边有不少“猛禽大佬”

梅里村种方顶柿子已有上百年的历

史。

方顶柿子，顶部蒂子呈方形，整体外观

较为方正，果肉多口感香甜。“柿子林里最老

的方顶柿子树有600年历史，最年轻的方顶

柿子树也有100多年了。”横一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接待办主任傅沙沙说。

从2021年开始，柿子林不摘果实，长留

美景吸引游客。“柿子的挂果期较长，能坚持

到12月底。不摘果实意味着从10月到12

月底，游客都能来看满树柿子的美景，带动

一个秋季的旅游收入。”

如今，梅里的柿子也被称为“如意‘柿’

界”，游客寻找秋天之时，会拍一些“柿柿如

意”的照片回家。

虽然百年的方顶柿子林只能欣赏拍

照，但游客来村里不会缺少好吃的柿子。

方顶柿子比平常的柿子大，一个能有

五两重，游客们几乎都会带一些回家作为

伴手礼和亲朋分享。傅沙沙说，村里四五

百户人家的房前屋后都种了柿子树，柿子

价格每斤6～10元不等。村里在村道边安

排了40～50个摊位让村民卖自家的柿子，

游客也可以去农家体验柿子采摘的乐趣。

“我自己家里有三棵百年柿子树，又新

种植了六棵，每年我爸爸卖柿子也能挣上

4000 元～5000 元。”傅沙沙说，乡里的柿

子游不仅带来了人气，更带动大家增收。

像傅沙沙父亲这样卖柿子的农户大多

已年过五十，原先只能去很远的工厂附近

或者城区卖柿子，路途远，人也很辛苦，但

随着乡里来看柿子的人越来越多，老人们

能在家门口卖柿子了。

今年柿子迎来大丰收，一棵树能产出

500 多斤柿子，“树上累累硕果的风景很

美，大家的收入也能再长长。”傅沙沙说。

村里最老的柿子树有600岁
柿子林不摘果实，留下两个多月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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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梅里村将开始制作炝柿子。

“将黄柿子用石灰水浸泡的方式去除

涩涩的口感，经处理后的柿子口感脆甜，

有四五天的保质期。”傅沙沙说，一般来

说，更建议大家亲自来梅里村品尝新鲜柿

子，口感更鲜甜，但如果要送人或者短暂

保存，炝柿子是更好的选择。

此外，为了带给游客更好的体验，近

年来除了老底子方顶柿子，村里又增加了

流心柿子、牛奶柿子、太秋柿子、吊柿子等

品种，“村里也通过微信营销等方式扩大

销量，柿子不好保存，我们就做成柿饼，最

远销售到湖南、新疆等地。”

除了柿子，千亩稻田也迎来丰收，横

一村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到了。

“本周应该会是最忙的时候，不过我

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有工作人员在村道

上驻守，接驳车增加车次，让大家都能开

开心心看丰收。”傅沙沙说。

做成炝柿子、柿饼等
梅里的柿子制品最远卖到新疆

可疑可疑““凶犯凶犯””凤头鹰凤头鹰

邹晓萍邹晓萍 摄摄

网红小鸟仅剩羽毛网红小鸟仅剩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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