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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闭园两个多月 凤头鹰来筑巢了

▲ 凤头鹰宝宝 王放 摄

▲

公园拉起了绿网 金旻矣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洁）“今年的葡萄特别甜！”说起丰
收，马陆葡萄主题公园总经理单涛难掩喜悦之情。昨天

下午，第二十二届上海马陆葡萄节开幕。由于疫情期间

基地科研、种植人员充沛，今年的葡萄种植不仅未受影

响，各项标准都提档升级，质量还比往年更优；加上气候

条件好，标准果率也比去年有所提高。

“马陆葡萄”是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农产品、国家知

识产权局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有着41年历史的农业品

牌。夏黑、京蜜、巨峰、阳光玫瑰……经过多年努力，今年

马陆葡萄品种调整的成果初步显现，16个早熟品种轮番

组合上市，可以在葡萄上市初期给市民更多样化的选择，

品尝到早熟葡萄中不同风味的品种。

据介绍，在整个葡萄销售季，先后可有七个系列的六

十余个品种供消费者选择、尝鲜。今年马陆葡萄主题公

园预计全年总产量为50万斤，全镇马陆葡萄预计总产量

900万斤。

2021年，马陆镇围绕马陆葡萄品牌发展，通过设施升

级、技术升级等手段，不断提高马陆葡萄绿色认证比例，绿

色认证企业和合作社从原来的3家提高到16家，绿色认证

面积达到2003亩，马陆葡萄绿色认证所占比率达到44.5%。

单涛介绍，马陆葡萄新增“一串一码”追溯标签系统，

消费者扫码即可查询种植地与农事信息。在开幕式上，

2022年“马陆葡萄旗舰店”微店销售业务上线，25家拥有

官方授权的企业和合作社将亮相各自线上发售的“拳头产品”，多为果粒不

易脱落、宜运输、口感佳、广受欢迎的品种，市民可通过微信下单选购。产品

会以充气或冷藏保鲜方式运输，本市范围内当日采摘当天送达，外省市地

区，当日下午采摘隔天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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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进入盛花期，集荷趣风雅

于一身的“荷花宴”也回归了。昨

天是上海恢复堂食后的首个周末，

不少游客在古猗园赏好荷花后，直

奔古猗园餐厅满足味蕾。品南翔

小笼，尝荷藕入膳，“这一口熟悉的

味道又回来了！”

堂食客流恢复约五成

中午时分，古猗园餐厅的大堂

里，顾客已有五六成。“疫情在家，

吃早饭时特别想念南翔小笼。好

不容易等到恢复堂食，马上就带孩

子来了，赏花之后饱一下口福。”家

住虹口区的郭先生说。

古猗园餐厅总经理徐长俊告

诉记者，恢复堂食以来，餐厅客流

节节回升，首个周末更是有很多游

客扶老携幼前来，目前餐厅客流已

经恢复到疫情前的五成左右。

“荷花宴”颜值上乘

古猗园餐厅里，经大厨团队精

心研发的“荷花宴”也已回归。荷

藕三色小笼、莲花鱼米盏、莲藕小

炒皇、陈皮藕花……“荷花宴”的每

个菜品都有花、藕、莲蓬、莲子等元

素，颜值上乘，口感出众。

将荷花与南翔小笼技艺完美

结合的，当属“荷藕三色小笼”。小

笼皮包含红、绿、白三色，红色面坯

中加入了火龙果汁，绿色面坯中加

入了菠菜汁，肉馅里加入了清脆爽

口的藕粒，一枚入肚，暑气消散了。

“莲花鱼米盏”也令人惊艳。白

盘中铺上荷叶，叶上还滚动着晶莹

的水珠，盘中央一朵白荷则增添了

“仙气”。每一盏里以鲜嫩的粉色荷

花花瓣为底，盛着龙利鱼丁、芡实、

枸杞组成的“鱼米盏”，好吃又健康。

最有仙气的，莫过于“动感河

虾仁”。盘底放置干冰，一整朵形

态完美的荷花点缀盘中，上桌后雾

气缭绕。每颗虾仁个头都很大，肉

质鲜美，特别受孩子欢迎。

老字号推陈出新

500岁的古猗园有颗年轻的

心，老字号古猗园餐厅不断推陈出

新。今年“荷花宴”特别加入了“冰

冻莲心绿豆汤”，很是清心降火。

还有一道“陈皮藕花”，也是防暑佳

品。古猗园餐厅总厨章宇康是中

国烹饪世界大赛金奖获得者，他介

绍：“精选新鲜藕段，去皮、切薄片、

洗净控水，放入适量白糖、白醋、陈

皮，放冰箱腌制一晚，这样一道酸

甜可口的美食就完成了。”“荷花宴

中的荷花、荷叶都是当天新鲜采摘

的，菜品中用的嫩藕是专从山东采

购的马踏湖白莲藕，比普通莲藕更

脆爽鲜嫩。”章宇康说。

记者获悉，餐厅二楼现已重新

翻新，新增多个包房，用餐环境更舒

适。由于荷花荷叶等原材料都须当

天新鲜采摘，因此要品尝“荷花宴”，

需至少提前一天拨打59124233电

话预订。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上海堂食回归，记者采访古猗园餐厅食客

品小笼熟悉味道
“荷花宴”消暑降火

闭园两个多月，公园
多了一家“新住户”。记
者从杨浦公园获悉，园内
发现了一对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凤头鹰筑巢，还生
了两只小宝宝。
专家认为，在抗击疫

情的两个月内，上海的
“野生动物居民们”生活
得更轻松惬意，活动范围
也更广了。而如今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后，人
与动物都需重新适应“和
谐”的相处模式。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后，人与动物需重新调适相处模式

■ 莲花鱼米盏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在香樟树上筑巢繁殖

在公园双阳路大门的主干道附

近，有片香樟林。高高的香樟树上，

隐约可见一只鸟巢，底下拉起了一片

绿网。从相机镜头中可以看到，一对

绒毛还未褪尽的凤头鹰雏鸟不时扑

腾着翅膀，在鸟巢周边跳跃探索。

“今天是凤头鹰宝宝的学飞期，

是它们第一次离巢。你看，它们已

可以在枝丫间跳跃，再过一两天就

能掌握基本的起飞、降落技巧了。”

正在观察凤头鹰一家的复旦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放介绍。

“疫情期间，杨浦公园闭园两个

多月。安保人员在巡逻时发现，公

园里出现了一只大鸟，当有人靠近

时，有驱赶人的行为。”杨浦区野保

部门工作人员说，“我们到现场后发

现，这居然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凤

头鹰，而且已经生下了两只幼鸟。”

资料显示，凤头鹰是鹰形目鹰

科鹰属鸟类，体长约41-49厘米，属

中型猛禽。它们的尾部有白色端斑

和一道不很明显的横带以及四道明显

的暗褐色横带，尾下还覆羽白色，就像

蓬松的棉花。当它快速掠过天际时，

尾下白色覆羽就像裹着一张“纸尿

裤”，被戏称为“穿纸尿裤的猛禽”。

野保部门表示，凤头鹰可算是

上海城市中最常见的鹰类，在共青

森林公园、世纪公园等都有较稳定

的繁殖记录。相比于其他猛禽，凤

头鹰更能适应公园的环境，喜欢捕

食斑鸠、松鼠等，食性较广，而这些

猎物在各大公园里很常见。在杨浦

公园里，凤头鹰还是首次被记录到

筑巢繁殖。

设网隔开鹰巢和人流

发现凤头鹰筑巢后，如何接纳

这一家四口“新住民”成了新课题。

由于大部分鸟类都有领地意识，恢

复开园后，游客的进入可能会让凤

头鹰妈妈认为自己的领地受到侵

犯，并出现驱赶人的行为。

怎样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经

与市、区主管部门沟通协商并结合

城市公园特殊地理环境，园方在凤

头鹰的巢穴下拉起了一张“绿网”，

并在主干道周边设置了一些提醒标

识。绿网将鹰巢和人流做了物理隔

绝，一方面减少了游客对鸟护雏形成

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鸟对人的

威胁。“我们希望这种方式能成为城

市公园平衡人类和鸟类的良好范

例。”区野保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说。

对此，王放表示赞许。他表示，

凤头鹰是性格比较害羞、胆小的猛

禽，与喜欢居民楼、烟囱、闹市等环

境的红隼不同，凤头鹰喜欢高大且

能提供较多遮蔽的树林。又因其是

留鸟，因此在上海不少绿地和公园

里都有记录到它们的身影。“闭园期

间，园方曾发现过凤头鹰有驱赶人

的行为，开园后，他们当然也可以选

择将凤头鹰移交给动物园。但经过

科学判断，最终还是拉起绿网，接纳

它们留在园里。这是一种更困难但

也更有人情味的方式。”王放说。

据观察，恢复开园至今，凤头鹰

并未产生驱赶人的行为。专家判

断，它们也已重新适应了城市正常

的生活方式及公园游客群体。

人与动物需重新适应

王放就观察到，四五月间，凤头

鹰、啄木鸟这些性情较胆小的鸟类，

能有更多空间去筑巢、繁殖和探索，

在城市中居住得“更舒服”，活得更

轻松自在。另外，例如貉、松鼠等动

物，因为人类和车辆的减少，活动区

域更大，迁移扩散也更自由了。

那么，在6月逐渐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后，市民应该怎样与这

些惬意的“野生动物朋友们”相处

呢？王放认为，市民和野生动物都

需要重新适应“和谐”的正常相处模

式。“市民既无需过分害怕，也别‘零

距离接触’，比如拿着食物追着喂它

们等。保持适当距离，互不打扰，或

许就是最佳方式。”他说。

本报记者 金旻矣

■ 市民采摘葡萄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