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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解敏）三
白草、千里光、南丹参、虎耳草、九头狮子草……

这些并非国外进口奇珍，也不是园艺界的新发

现，而是城市里少见的原生“土著”植物。它们

中的一些是野菜，还有一些是有药用价值的植

物，近日，它们都能在上海见到了。

记者今天获悉，虹口区和平公园的漫野园

经过改造后重新对游客开放，40余种原生植

物在此扎根，其中30余种原生“土著”植物在

本市公园还是首次种植。

原生植物指的是在上海地区自然生长的

“野草野树”，它与本地区的生态系统、土壤、气

候和动植物群体紧密相关，且适应上海的自然

环境。去年，虹口区和平公园自然中心进行生

物多样性调查，记录了130余种野生动物，其

中以昆虫和鸟类为主。调查同时发现，在中心

城区，低人工干预的原生植物群落比较稀缺，

这些原生植物是绿化景观所不能替代的。

和平公园漫野园改造选择的原生植物，都

是华东地区的“土著”，有些曾经在上海有分

布，但如今已很难在自然环境中找到。改造之

后重新为原生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这也是践行可持续生态型景观理念，重新构建

生态链的重要实践。

据悉，此次漫野园改造面积和种植面积分

别为800平方米和300平方米。自然补丁工作

室的魏宇宁博士介绍，改造不仅能让市民有机

会重新欣赏到原生植物之美，同时也能增加生

物多样性，这是原生植物在本市中心城区集中

种植的首个试点。

生态专家预计，原生植物和野生动物紧密

联系后，从昆虫开始，逐步影响到两栖爬行动

物、鸟类以及兽类。生态环境提升后，后续黄尖

襟粉蝶、无垫蜂等授粉昆虫，以及小黄蛉、多伊

棺头蟋等直翅目昆虫或将出现在园内。和平

公园将对种植的原生植物适应性进行调查。

四省市筹建研究院
昨天，“鹤亭桥”主题旅游打卡线路发

布；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农科院和白

鹤镇人民政府签约，筹备组建上海长三角草

莓产业研究院；上海现代设施农业先行区暨

长三角现代设施农业典型示范区（白鹤片

区）规划发布；青浦海关现场颁发全区首张

出境新鲜水果果园注册登记证、首张出境水

果包装厂注册登记证。

本届白鹤草莓文化节举行了“莓”好时

光嘉年华系列活动，历时三天，共设有6大区

域、15项丰富活动、60多个公益摊位，推出了

7条共享甜蜜时光主题采摘路线以及6类

“莓”好乡村系列活动。不仅有草莓的品鉴、

评选，还有“莓”好来信、传统文化展示秀等

内容供广大游客体验。游客还可以参观白

鹤草莓文化展示馆、参与“青工惠 ·幸福直通

车”活动、逛一逛特色农产品集市、欣赏一场

“草莓音乐季”演出。

品鉴评优屡夺金奖
素有“中国草莓之乡”美誉的白鹤镇，

农业产业优势长盛不衰。经过40年孕育发

展，草莓种植面积已达6000多亩，每年产量

达1万多吨，并在多届中国草莓文化旅游

节、上海地产优质草莓品鉴评优中，屡夺金

奖。近年来，白鹤镇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全镇已有8家合作社获得了“白

鹤草莓”地理标志使用权，22家合作社获得

绿色食品认证，“白鹤草莓”品牌价值超过

了2.5亿元。

今年“白鹤草莓”还将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白鹤草莓已经做好了出口港澳地区、新

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市场的近期规划，还做好

了扩大出口半径、打入欧美市场的长远准

备。”相关负责人介绍。

白鹤镇连续14年举办“草莓文化节”，产

业建设、乡村振兴、产品拓展、文创文旅等元

素不断融入，“草莓+文化+休闲”逐渐融合，

已经成为白鹤的一张闪亮名片。每届平均

吸引游客高达20余万人，销售草莓2500余

吨，销售额超6000万元。

当前，白鹤镇以3257亩设施农业片区为

空间载体，重点围绕草莓、蔬菜两大特色优

势产业，正着力打造上海现代设施农业先行

区暨长三角现代设施农业典型示范区。下

一步，白鹤镇将继续致力于高效高质现代农

业种植基地建设，扩大产品规模、提升产品

质量，推进“一产接二连三”高质量融合发

展，提高中国草莓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竞

争力。

本报记者 杨欢

“草莓+文化+休闲”逐渐融合
第14届白鹤草莓文化节昨举行

和平公园漫野园焕新亮相
外皮油润翠绿、气味芬

芳怡人的青团回归了。今

年，申城多家老字号不断翻

新青团口味，不仅保留了豆

沙、咸蛋黄肉松等传统口味，还制

作了香干马兰头、黑松露菜肉、芋

泥等创新口味，吸引不少市民前

来购买。

中华老字号上海德兴馆的

外卖窗口上新了一群“绿胖

子”——豆沙、咸蛋黄肉松口味

青团。“他们家的青团个大、皮

薄，馅儿也很多。”谢小姐特意买

了两盒豆沙、咸蛋黄肉松口味，

准备和同事们一起吃下午茶。

“咸蛋黄又沙又油润，肉松还带

点嚼劲，外皮很清香，吃起来一

点也不腻，很清爽。”

培养会吃的粉丝
每天清晨5时，上海德兴馆

非遗传承人、昌里店店长张坚带

着师傅们开始制作青团：和面、擀

皮、拌馅……粉团均分成小份，捏

成厚度适中的小碗形状，加入馅

料，快速旋转、封口、捏圆，看似简

单的步骤，处处蕴藏着师傅们多

年制作技巧。张坚说：“我们坚持

传统做法，现制现售，不添加额外

的东西，保留传统的原汁原味。”

诚意满满的老味道培养出了

一群会吃的粉丝。当还冒着热气

的青团刚刚摆出来，不少市民让

店员装上几只不同口味的青团。

“热的青团吃起来更糯、更有嚼

劲，还有一股清香，而且皮子糯得

能‘拉丝’！”市民徐阿姨咬了一口

温热的青团，糯糯的皮子拉长后

也没有轻易断开，可见用料之足。

在人头攒动的豫园里，各家

老字号餐厅也已纷纷上新，店门

口整齐划一地换上了最新

的青团海报。豆沙、咸蛋

黄肉松、榴莲、香干马兰头

……这些熟悉的经典口味

依然是今年的主打。然

而，不少市民特意走进松鹤楼面

馆，品尝苏式青团。

两种传统美食结合
在苏州，青团又称青团子，

个头小巧，适合当茶点或餐后甜

点。今年，松鹤楼面馆推出三种

口味：豆沙、芋泥、炒肉馅。豆

沙、芋泥口味清甜，像一款清新

的中式甜品，而咸口的炒肉馅青

团像鲜肉汤团，味道很鲜。

松鹤楼面馆豫园店店长宋

苏云介绍，炒肉馅青团的灵感主

要来源于苏州当地的传统名小

吃——炒肉馅团子。它是以蒸

熟的糯米、粳米粉团包炒熟的肉

馅心，再浇上卤汁制作而成，口

感集软、糯、润、鲜于一体，且馅

大卤多，清鲜可口。

松鹤楼面馆将炒肉馅团子

和青团这两种传统美食结合在

一起，制成了这款炒肉馅青团。

馅心沿袭苏州本地的传统做法，

把五花肉肉末、虾仁、扁尖、黄花

菜、黑木耳五种食材按比例搭

配，烹制过程也有讲究：先把食

材切成大小均匀的丁状或末状，

然后按各自的熟成顺序依次下

锅煸炒，当炒出香味后再加入高

汤同煮。如此一顿操作后，一锅

色泽诱人、鲜香扑鼻的炒肉馅心

就制作完成了，再包入青团皮里

做成一颗颗圆滚滚、绿油油的炒

肉馅青团，一口就能品尝到两种

苏州的传统点心风味。

本报记者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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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盎然，又闻棚内

草莓香。昨天下午，以“潮

涌长三角‘莓’好嘉年华”

为主题的2024第十四届

上海青浦白鹤草莓文化节

举行。现场传来好消息，

首批15公斤共计36盒“白

鹤草莓”样品，在青浦海关

监管下，通过空运方式运

往香港。这是拥有农产品

地理标志的“白鹤草莓”，

迎来其40年种植史上的

第一次出口。

30余种原生“土著”植物首次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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