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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茶属山茶科山茶

属，与茶、山茶、油茶、茶梅
等为孪生姐妹。花呈金黄

色，仿佛涂着一层蜡，有半
透明之感，花开时有杯状、

壶状或碗状，娇艳多姿。

这是一种古老而稀有
的植物，为国家一级保护品

种，全世界 90%野生金花
茶分布在中国广西防城港

市兰山支脉一带，被称为
“东方魔茶”“植物界大熊

猫”“茶族皇后”。
花博会布展方在广西

展园种下了一株金花茶，由
于目前不在花期，有叶无

花，游客可观赏标本展示。
本报记者 李一能 ■ 手绘 王嘉玮

    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花博会各展馆里“藏

龙卧虎”，一些毫不起眼的植物，说不定就价值
不菲。比如在花博会百花馆的盆栽花卉专题展

区，一桌多肉植物竟然价值破千万元，可买下上
海市区一套房，堪称花博会中最低调的宝贝。

在多肉盆栽展区，有一张摆满多肉植物
的桌子被栏杆围住。外行可能看不出啥名堂，

但如果是内行，肯定两眼放光，因为这里的每

一株多肉植物，都来自全国各地的赛级珍品，

总价值约 1500万元。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
分会副秘书长廉兵告诉记者，多肉植物的价

值除了品种，还要看纹路和大小。比如在展区

中，有三颗车厘子大小的红色灯泡多肉植物，
买来时只有黄豆这么大，养了十多年才到现

在的大小，在灯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如同玉石

一般。市面上能养到这么大的灯泡非常少见，
单头能卖 7万元以上，这一盆价值已超 20万

元。此外，展区内还有长相奇特的生石花、宝
石一般的玉露、酷似小兔子的毛汉尼、像小树

一样的多肉老桩等，均是种植十多年以上的

精品，同样价值不菲。

如此多的珍贵植物齐聚一堂，可不是为
了来炫富。自去年下半年，中国花协盆栽分会

即开始组织会员单位积极培育和选送产品，
最后遴选出近 300个名优单品展出并参加名

优单品竞赛。能来参加花博会的，都是中国花
卉植物业内的佼佼者，而这些珍贵的多肉植

物，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同时进行的还有名

优盆栽单品、组合盆栽、组合造景、文创产品
4类展品竞赛。

廉兵说，每一届花博会的召开，都会对花

卉产业带来巨大提升。 本报记者 李一能

花博会最低调宝贝、赛级珍品亮相

一桌多肉植物 身价破千万元

    京剧表演艺术家史依弘带来的现代京剧

《杜鹃山》选段《家住安源》韵味十足，国潮走
秀也在舞台上刮起一阵“最炫中国风”……昨

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的上海品质直播
之夜上，传统文化元素与直播新经济相互交

融，为今年的“五五购物节 ·品质生活直播周”
画下圆满句号。

本届“品质生活直播周”不仅带动了线上

线下消费，更向观众输出了高质量的文化内
容，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截至 6月 2日

18时，今年直播周活动和相关话题共吸引超
过 7亿人次浏览，近 200场重点直播活动累

计观看人次超过 6000万，50余家文化单位、
100余家老字号企业和国潮国货企业开展了

直播活动。“魅力国潮时尚之夜”活动更是吸

引超过 3000万人次观看。
除了参与人数的突破，本届品质生活直

播周还第一次走出上海，走进长三角，并逐步
探索走向世界。百视通平台联动南京、苏州、

杭州、合肥、宁波等长三角主要城市的高铁大

屏和户外广告，推广第二届“五五购物节 ·品

质生活直播周”系列活动。咪咕视讯则首次将
民族乐团经典曲目《潮起东方 ·七彩二胡》和

《动感无极限》通过海外社交网络平台向全世
界直播。此外，由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

海）联合多方共同打造的线上跨境电商新零
售平台“即买客”也在活动中亮相，让上海市

民足不出“沪”，买遍全球。

借着直播周的“东风”，一批上海经典老
字号和国潮国货产品也重新焕发活力，助力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嘉定国际短视频中心组
织了 25 家老字号品牌的专场直播推广活

动，邀请抖音达人“上海小阿姨”和“品质生

活推荐官”徐祥为观众介绍上海老字号产

品，累计收到 60多万点赞和 5万条评论。昨
晚的直播之夜活动现场，两位主播又和二胡

演奏家马晓辉、上海汐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创始人华凌磊一同被聘任为“在嘉定新城遇

见最好的我们———‘四季’看嘉定新城”推荐
官。此外，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不仅成为了

全市首家在线新经济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实训合作单位，还与上海中华老字号企业协

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了协会的直播

基地。首届中华老字号国潮产品（创意）设计

大赛也随之启动。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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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亿人次浏览，6000万人次观看
品质生活直播周输出高质量内容，给老字号和国潮注入活力

看 眼

■ 多肉植物生石花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上接第 1版）这次展览，让她印象最深的是

“李白烈士修理电台的工具”，“李白在这么危

险的情况下还要发报，被捕后自始至终都没
有向敌人投降。”她说，她很敬重很感谢革命

先烈，他们为了大家都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付
出了太多太多。

“现在在甜水里长大的孩子，没有吃过
苦。”她准备下次带女儿和外孙一起来，让他

们知道革命先烈是多么不容易，更应该珍惜
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要好好工作和读书，要

对得起国家。

感恩党的培养
在馆中，一位举着单反相机认真看展拍

照的老伯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王伟祥，家

住杨浦，是新中国同龄人。他正好在附近逛，
很幸运地赶上了中共一大纪念馆开馆。

“很多内容都是第一次看到，很激动，也

很感动。一百年来，我们党一步一步走来，从

小到大，由弱变强，真的是不容易。我也是在
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王伟祥说，自己是

退休教师，老年大学毕业后，平时拿着相机到
处跑，希望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录下来，还去

过了不少红色圣地。
从沈阳来的李鉴一家三口也是偶遇开

馆。李鉴说：“来上海是陪 12岁的儿子参加法

语考试的，也带儿子来附近看看，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路过中共一大纪念馆出口时，保安告

诉我们可以去入口处排队进馆参观，我们感
到非常幸运。”

昨天是志愿者王晨珠第一天在纪念馆
上岗，有两个画面让她很感动，“一对坐轮

椅的老夫妻分别由子女推着前来观展，老
夫妻戴着党员徽章，穿戴整洁。还有一对母

子在序厅雕塑前，小朋友求着他妈妈帮他
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