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星期四 本版编辑/蔡 燕 本版视觉/黄 娟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上海新闻

宁榕新民随笔 稻田里的守望者
丰收，是秋天永恒的主题。上

周末，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

而至，上海主会场丰收庆典活动首

次走进市区，在世纪公园“设摊”，

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即将

到来的国庆长假，也有不少市民选

择乡村休闲游，欣赏田园风光，吐

纳天地之气。

无论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还是“喜看稻菽千重

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每到这个

季节，总是让人心生期盼。但今

年的丰收季有点特殊，在台风“贝

碧嘉”和“普拉桑”的前后脚袭击

下，不少农户遭受了大小不一的

损失。虽然台风已过，但也别忘了

将目光投向那些农田阡陌，看看它

们还好吗？

这几天，遭遇台风的农户陆续

重振旗鼓，或加固设备，或修复大

棚，或管理倒伏水稻……帮助他们

尽早恢复生产、减少损失的“后援

团”们也纷纷登场。保险公司加快

勘查速度，有的还为农户预付赔

款；有的专家在台风前后，忙着为

农户指导预防和及时处置倒伏水

稻的技术等。但也有农户慨叹，因

为对天灾认识不足、出于节约成本

等原因，没有购买农业险，难以弥

补损失。未来如何加大宣传力度，

并为农户设计出经济实惠、乐意购

买、理赔率更高的保障产品，值得

有关部门研究探讨。

经过风雨，也是让更多市民

关注农业的契机。有的合作社推

出认养稻田等活动，既帮农民解

决从“田头”到“餐桌”的销售渠

道，也希望吸引更多市民带着孩

子从“一粒稻谷的故事”开始，从

小培养亲近大自然的喜好，或许

在他们心中种下未来“新农人”的

种子。台风过后，人们到乡村不

仅可以打卡金色稻田的美景，也

不妨看看那些台风肆虐过的地

方，让更多人感受农家稼穑的不

易，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的

农事才算画上完美的句号。要让

“稻田里的守望者”执着坚守，需要

对土地的挚爱，需要风雨同舟的患

难见真情，更需要千方百计完善防

灾救灾保丰收的制度保障。

这样的秋天，焉能不美。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白玉

兰的香味，你熟悉吗？不妨去全市

20多个白玉兰“闻香点”感受下。

昨天，首届白玉兰文化节“上海味

道”市民评选活动启动仪式在南京

路步行街举行，即日起至10月19

日市民可以去20多个点位闻香投

票，选出心仪的“上海味道”。

全市设20多个闻香点
现场，6款由上海著名科研机

构、高校、行业头部企业专家团队

研发的白玉兰香型亮相。这些香

型的采样、分析、研制历时两年，复

刻了白玉兰的清雅香气。“我比较

喜欢2号，有种哈密瓜和柠檬混合

的果香。”市民王先生说。另一位

女士表示，更喜欢淡雅的3号和4

号：“白玉兰精油的气味太重，这个

香味更清新。”

为覆盖更广泛受众，20多个闻

香点的布局采取“常设点+流动点”

的设计。除了南京路步行街、市民

园艺中心等常设点位以外，全市各

区都设立了若干流动点，包括高

校、产业园区、写字楼、商圈、乡村、

旅游景点、党群中心、居民区、养老

院等，提高市民参与度，让大家在

花期外也能与市花“亲密接触”。

活动期间，南京路步行街世纪

广场的雾森系统将不断切换白玉

兰单花香型，定时飘香，让市民游

客“沉浸式”感受市花之美。

调香过程异常艰难
首届轻工大国工匠、上海家化

科研部香精香料开发总监严敏告

诉记者，白玉兰的香味较像白兰

花，但果香味没那么重。“要仿制出

相似的单花香味非常困难，如果配

得不像，市民马上就会觉得这不是

白玉兰。”严敏说，最难的点在于头

香调配，团队通过气相色谱初步分

析出香味中的原料后，再从包括

1000多个原料的原料库里寻找并

做排列组合，但有些原料连库里都

没有，就很考验调香师的功力。

白玉兰的花期短，花朵生长位

置较高，这给调香团队带来不小的

困难。德之馨上海有限公司东北

亚区研发创意中心总监陈豪表示，

团队特地去西郊宾馆找到树龄80

多年、香味较浓重的白玉兰感受香

味，还带了些花朵回实验室分析。

“通过仪器收集香气的化学分子，

再看原料库存里是否有天然或化

学合成原料去代替它。”他表示，研

发出的白玉兰香味，今后可以与香

氛、香皂、沐浴露等产品结合，让市

民在家就能闻到白玉兰香味。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研究团队则透露，通过白玉兰

鲜花的气相-质谱连用分析-顶空

进样法蒸馏萃取法后，发现香味囊

括40余种成分，包括带有月桂烯、

单萜类化合物等，呈淡淡的草木馨

香，还有杀菌成分。

提升市花“显示度”
市花白玉兰，为何在街头“存

在感”不强？市绿化管理指导站高

级工程师李向茂表示，上海白玉兰

的种植比例其实并不低。2022年

一项针对全市16个区、168块绿地

的调研发现，玉兰类植物出现比例

超过40%，而樱花为53%。全市绿

地共有340多种植物，白玉兰出现

频率在木本植物中排前20位，总共

约有3万株。但白玉兰花期只有7-

10天，如果刮大风连7天都撑不到。

这也导致白玉兰“显示度”不高，观

赏“窗口期”往往只有一个周末。

如何让市民更方便地欣赏玉

兰？记者获悉，上海正打造100个

玉兰观赏点位，在重点区域的重要

道路或人流量、车流量较高的路口

种植玉兰类植物，哪怕市民不走进

绿地，开车路过也能看到玉兰绽

放。为延长观赏期，鼓励将不同品

种的玉兰搭配种植，从2月中下旬

至4月上中旬，望春玉兰、白玉兰、

二乔玉兰或红运玉兰、黄玉兰等将

依次绽放，扮靓上海的春天。

历时两年研发的6款白玉兰香型
出炉,邀市民现场评选

闻香识上海味道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上午，乍
浦路风貌影视街开街，再现老上海风

情（见上图，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今年年初，因电影《酱园弄》的

拍摄，乍浦路成了网红打卡点。为

了更好地照见“都市里的乡愁”，焕

新呈现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电影院

所在街区的新风貌，乍浦路街区启

动实施了更新改造、载体重塑、业态

优化，打造风貌影视街。

其中，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胜利

电影院已于2022年先行启动修缮

工程，并在去年恢复放映电影。在

此基础上，整条街区的风貌改造工

程逐步推进，以电影院为核心的20

世纪30年代的老建筑群被赋予全

新的业态，将打造成虹口文化旅游、

休闲消费又一新地标。

乍浦路风貌影视街今开街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佳琳）
今天起至12月31日，第八届中

国 ·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2024

JISP）于主展区静安雕塑公园及

延伸展区（南京西路和苏州河静

安段沿线）呈现，31位海内外参

展艺术家的35件佳作上演“空间

协奏”。

走进作为主展区的静安雕

塑公园，形态各异、独具特色的

参展雕塑作品巧妙地镶嵌在一

片绿意中，如同一幅艺术长卷徐

徐展开。策展人程婧告诉记者，

主办方精选国际大师重量级作

品和国内艺术家高水准作品，希

望通过雕塑发起一场人与自然、

城市与历史、本土与全球文化之

间的对话。

其中，20世纪最重要的动态

艺术家之一、美国艺术家乔治 ·里

基的三件大型动态雕塑为首次在

国内呈现。这三件作品巧妙地打

破了几何形态的静态感，凸显了

周围景观中的光线、动态、色彩和

空间感，曾于纽约标志性的公园

大道中央长廊展出。参加2024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艺术

家施慧的作品《结之五》，则用不

锈钢筒与不锈钢框以不同向度交

叠成塔状，当阳光与风声倾泻在

金属管的蜂巢结构上，无限生机

在此交响，宇宙万物的风华尽显。

静安国际雕塑展今起亮相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翩翩
飞舞的彩蝶和可爱的动物朋友，

为“十一”假期添彩。9月27日至

10月27日，“蝶舞金秋”上海动物

园第十二届蝴蝶展将举行。

上午，放飞仪式在蝴蝶花园

内举行。花园里，三角梅、龙船

花、五色梅、香彩雀等蜜源花卉错

落有致，供蝴蝶采食。各类寄主

植物如柠檬（大型凤蝶的寄主）、

金橘（凤蝶的寄主）、圆锥绣球（绢

蝶的寄主）也可供蝴蝶休憩。

此次放飞的蝴蝶均为本土养

殖蝶类，其中大部分也是上海本

地的乡土种，如玉带凤蝶、菜粉

蝶、斐豹蛱蝶等。随着城市自然

环境不断改善和市民环保理念逐

年提升，在郊外甚至自家小区都

能看到这些美丽的蝴蝶。

两爬馆生态馆展示了20-30

种乡土活体蝴蝶。馆内还有青凤

蝶、红珠凤蝶、虎斑蝶等翩翩起

舞，大名鼎鼎的拟态物种枯叶蛱

蝶和枯叶别无二致，简直能以假

乱真。羽化墙和植物上或悬挂或

粘有各种造型的蝶蛹，游客可以

近距离观赏破蛹成蝶的奇妙过

程。科教馆中厅则设置了幼虫展

示区，选取3种本土蝴蝶按所需配

置了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幼虫，

游客可以看到蝴蝶完整的一生。

今年，上海动物园继续坚持

“走出去、请进来”，在区生态文明

实践基地开展一系列蝴蝶主题科

普活动。比如开展社区本土蝴蝶

讲座、蝶蛹观察、食源植物自然课

堂、博物画与摄影展巡展等，为居

民提供沉浸式科普体验。

彩蝶扮靓十一长假
上海动物园蝴蝶展明开幕

一场人与自然的对话

■ 几只大帛斑蝶飞到了一位游客的相机上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