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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虫草 水上荷 夏日赏花这边请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春

有百花灿烂，夏有荷叶田田。顾

村公园深入打造“四季赏花”品

牌，继樱花、月季后，顾村公园满

池荷花陆续绽放。昨天起至8月

15日，顾村公园举办2024消夏赏

荷活动，倾力打造一场赏花、摄

影、文化、科普的缤纷夏日游园

会，“荷”广大市民游客共度夏天。

据悉，2024消夏赏荷活动以

心手相“莲”，为“荷”而来为主题，

活动内容分为赏荷“莲莲看”、荷

花“镜”里香、泼水嘉年华、荷幽香

雅韵四大主题活动。

顾村公园的荷花以自然栽

种方式分布在公园多个水域，面

积达300多亩，有青菱红莲、友谊

牡丹莲、福建红莲、白建莲、剑舞

等共计28个品种。一般6月中旬

始花，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每

年六月底初绽，7月中下旬开始

进入盛花期，荷花的开放时间达

一个月以上，部分品种可持续到

9月。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正

值盛夏，上海植物园内连续第五

年推出“美槿佳荷”夏花观赏季。

即日起至7月31日，多种耐高温、

耐水湿、适应性强、观赏性高的锦

葵科和睡莲科植物等待游客欣

赏，观赏区域首次覆盖南北两个

园区，展示面积共计15公顷。

在这个夏花观赏季，上海植

物园将展示优良锦葵科植物50余

种（品种）。在环保植物区和牡丹

园，牡丹木槿、半重瓣白木槿、重

瓣玫红木槿以及“疯狂战神”“蓝

莓冰沙”“摩卡月亮”“完美风暴”

“扎染”等芙蓉葵品种纷纷亮相。

在植物大楼东北侧，有“紫

柱”“粉雪纺”“杜威上将”“薰衣草

雪纺”等6个木槿品种和2个芙蓉

葵品种。北区夏景园还有从欧洲

引进的40个木槿品种，以重瓣类

和蓝色系、白色系为主，如“蓝雪

纺”“薰衣草雪纺”“玛丽娜”“黛安

娜”等。这些品种均有良好的观

赏特性、复花效果和开花量。

水生植物主要分布于园区的

景观水系，如南区的木兰园、蕨类

园、蔷薇园、桂花园、槭树园、兰室

周边水系，北区的藤蔓园、岁寒

园、观赏草园、鸢尾园周边水系。

在这里，游客可观赏到荷花、睡

莲、王莲、芡等莲科、睡莲科植物4

属50余个种（品种）。

其中，荷花观赏点主要在木

兰园、蕨类园、蔷薇园、兰室、槭树

园、岁寒园周边水系，展示“沂蒙

颂”“西湖红莲”“披针粉”“国庆

红”“粉领”等10个品种。其中，岁

寒园和槭树园特选观赏期长的品

种“国庆红”，花期可至十月。

睡莲观赏点主要分布于藤蔓

园、观赏草园、鸢尾园、桂花园周

边水系，展示“红色闪耀”“鲁比”

“蒂娜”“品瓦力”“粉黛”“羌寨少

女”“霞光”等30余个品种。值得

一提的是，北区沉水栈道首次展

示以澳洲睡莲和其他亚属睡莲杂

交培育成的跨亚属品种“紫贝壳”

以及原生种永恒睡莲等。而藤蔓

园睡莲湾则以粉色、紫色系睡莲

为主，打造微型“莫奈花园”景观。

在蔷薇园木栈道水池、岁寒

园和沉水栈桥沿岸有克鲁兹王莲

展示，王莲是世界上叶片最大的

水生植物。在北区藤蔓园月季岛

沿岸，游客还能看到与王莲形态

接近的芡（俗称芡实或鸡头米），

了解其观赏、食用和药用价值。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即日
起至7月28日，辰山植物园将举办

食虫植物精品展。据悉，园内迄今

共收集陷落型食虫植物4科7属215

种（含品种），此次展览将展出其中

的近120种。

这次精品展聚集猪笼草、瓶子

草、土瓶草等，营造出一座“家”中

的秘密花园。展出的陷落型食虫

植物共4科7属100种160余盆。其

中猪笼草属、瓶子草属植物大多为

珍稀物种，包括这次不定期展出

的、在IUCN红色名录中被评价为

濒危物种的马来王猪笼草，易危物

种的二齿猪笼草等。

同时展出的还有经辰山园艺

专家多年精细栽培和造型的大型园

艺种，它们有的“身长”与成人手臂

长度相当，有的捕虫笼比普通人脸

还大，有的“长”着凶猛的“牙齿”。

“肉食部落”展区主要展示高

地猪笼草、圭亚那高原的卷瓶子草

属植物及墨西哥捕虫堇等喜欢冷

凉环境的食虫植物。

食虫植物的花虽小，但特别精

巧。设计师们将猪笼草属、瓶子草

属、狸藻科、茅膏菜属、太阳瓶子草

属5类植物的花印在纱幔上，悬垂

于“肉食部落”上空，让游客多一个

角度欣赏它们的美。

“婆罗探秘”展区展出的食虫

植物主角是低地猪笼草，其中不乏

具有大型捕虫笼的品种。这次展

出的不仅有分布于婆罗洲的维奇

猪笼草、小猪笼草、刚毛猪笼草，还

有能捕食昆虫同时具有消化枯叶

能力的苹果猪笼草，以及在中国分

布的唯一一种猪笼草。

1875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

尔文描述了一种会“吃”昆虫和节

肢动物等来补充自身养分的植物，

称之为“食虫植物”。它们大多分

布在酸性、多沼泽、泥煤似的地区，

由于生长环境缺少重要的氮元素，

便逐渐进化出吸引、捕捉、消化猎

物的本领来获取氮元素。目前已

知的食虫植物分布在10个科约有

630种，常见的如茅膏菜科、猪笼草

科、瓶子草科、狸藻科等。

不同的食虫植物捕虫方式也

不同，其中陷落型的捕虫方式是最

主要的一种。陷落型的食虫植物

都有类似瓶子状的捕虫叶，有的捕

虫瓶上方还有瓶盖，上面长着蜜

腺，分泌甜味黏液吸引昆虫。捕虫

瓶中含有雨水和消化液，能淹死小

虫并分解吸收。

和精品展同时启动的还有食

虫植物自然观察笔记与博物绘画

营，邀请地衣自然工作室的专业老

师带领游客开启博物之旅，详情可

关注上海辰山植物园微信公众号。

辰山植物园

会吃虫的植物长啥样？
“美槿佳荷”次第开

心手相“莲”为“荷”而来

炎炎夏日，人的胃口容易变

差，酱瓜、酱菜成了上海人用来开

胃的爽口夏令“凉菜”。这几天，

在南京路食品一店二楼的酱菜柜

台，前来选购“过泡饭酱菜”的市

民络绎不绝。糖醋大蒜头、甜酱

瓜、螺蛳菜、什锦酱菜等最受欢

迎，有的人甚至是从七宝、青浦等

地专程前来购买，推动专柜销量

大增。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雨声

暂歇，申城又迎连日高温。近日记

者市场走访发现，受天气因素影响，

部分蔬菜产区的收购价格上涨，再

加上采收、运输等环节难度增加，申

城7月菜价较6月有所提升。不过，

随着兰州、云南、甘肃、宁夏、内蒙古

等夏季冷凉地区的蔬菜上市量增

加，菜价有望趋于平稳。

昨天上午，在杨浦区平凉路一

家生鲜超市，张女士准备买半斤鸡

毛菜烧汤。“鸡毛菜涨价了，上周6

元1斤，今天要卖6.8元了。”她告诉

记者，天热喜欢吃清淡点，每天的餐

桌上总要有两三个蔬菜，最近发现

常买的空心菜、蓬蒿菜和芹菜等均

有不同程度的涨价。

在另一家菜市场，记者看到茭

白6.8元/斤，老黄瓜4元/斤，蓬蒿菜

8.8元/斤，芹菜6元/斤，豆角10元/

斤。相对于绿叶菜，冬瓜等夏日时令

菜便宜一点，1.5元/斤。摊主告诉记

者，6月底开始连续暴雨，店里进货价

慢慢上涨，带动零售价也往上走。

记者从上海蔬菜集团获悉，近

期梅雨北抬，中东部地区天气多变，

高温、雨水交替出现。这种天气对

蔬菜生产，尤其是鲜嫩蔬菜影响较

大。“地产蔬菜以及山东产区部分品

种开始加速退市，场内蔬菜加快了

和北方冷凉地区衔接的步伐，但由

于衔接进程有快有慢，价格走势难

免有所波动。”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7月8日至12日市场内蔬菜混

合均价上涨约5.9%。

随着夏季冷凉地区的蔬菜进场

量逐渐增加，菜价涨势将走缓。目

前，兰州高原夏菜、云南叶菜，还有

内蒙古、湖北的辣椒，张北的白菜、

萝卜，甘肃、宁夏的番茄等品种来沪

量有所增加，七月中下旬辣椒、番

茄、高山线茄、鲜百合、毛芋等夏季

热销品种都会逐步进入上市高峰。

“后续如果天气条件比较好，蔬菜上

市量增加，总体批发价继续往上的

空间不大。”

除了常见的辣椒、菠菜、生菜等

夏季高原菜，今年还有陇椒、沙葱、

定西马铃薯、武威番茄等“戈壁菜”

进入上海市场。记者在叮咚买菜上

看到，形似韭菜的沙葱因其独特的

辛辣味和丰富的营养成分而走红网

络，借助冷链运输从甘肃民勤进入

上海市场，既能凉拌也可入馅，成为

一道特色美食。目前上海市场这类

“戈壁菜”供应品种较去年同期增加

了近一倍，销量增长超6倍。

7月菜价有所上行 蔬菜集团多方调度

高原菜 戈壁菜 快到阿拉碗里来

大伏天，上海人小菜“翻花头”

昨夜打网约车回家。下车时，

车厢里响起一段女声录音，提醒乘

客不要把物品遗忘在车内。已经下

车的我转头回望车后座，外面亮里

面黑，啥也看不清。

就在这时，车里突然亮了起

来，原来司机见我探着头看得吃

力，帮我打开了照明灯。确认后座

上没东西后，我向司机道谢，关上

了车门。

虽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

那一刻，却真真切切让我感到了温

暖。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该做的

吗？的确，很多该做的事，现在的司

机不一定做了。比如大热天开空

调，碰上过好几次司机不肯开，只能

打开窗吹风，又晒又热像坐在蒸笼

里；还有车厢整洁无异味，很多网约

车都做不到；至于晚间下车时帮乘

客开灯照明的，更是凤毛麟角，多的

是催你快点下车。

一座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往

往就在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里：出

租司机是否文明友善，支付服务是

否方便快捷，指路标牌是否设计合

理，碰到困难是否有人相助……关

键时候，哪怕是一声最简单的提醒，

也能抚慰人心。

由此想起前些天本报夏令热

线关注的一条新闻：为了让来沪的

中外游客摆脱“拖着行李逛吃游

玩”的尴尬，上海准备在人民广场、

上海火车站、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

等大型地铁站点，试点推出行李寄

存服务。

现实中的确有这样的需求。一

些游客离飞机起飞、火车发车还有

一段时间，想充分利用起来，又不想

转头再回酒店取行李耽误时间，只

能拖着行李箱东奔西走、上上下

下。而目前能找到的一些寄存点，

不是储物柜太小放不下行李，就是

安全状况堪忧。

上海在大型地铁站点推出行李

寄存服务，既方便游客快速到达，

又很容易找到点位不会遗忘，可以

说十分贴心。这项服务试点后将

在全市推开，相信会给那些初来上

海的外国和外地游客一个好印象，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善

意与温暖。

上海植物园

顾村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