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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璎珞/文、摄）
6月22日，扬州茱萸湾动物园为水豚

“豆包”发布征婚启事。随着无锡动
物园的“锡霸bro”带着“独栋别墅+
水蜜桃自由”的顶配简历高调求婚，
两地网友纷纷热情应援，十分看好两
城联姻。昨日传来消息，1号男嘉宾

“锡霸bro”遗憾出局，这场牵动无数
网友的“水豚婚恋大戏”，终究以有缘
无分落幕。

“锡霸bro”的求爱攻势，堪称动
物界的顶配版。无锡动物园为这只
2019年出生的公水豚制作的“提亲简
历”，简直是相亲市场的“王炸”：体格
健硕如水中肌肉男，性格却黏人得像
大型水豚玩偶，把饲养员当亲人；住
房条件更是秒杀一众“刚需”群体，如
独栋泳池别墅带冬季温泉，每年夏天
还能实现无锡特产水蜜桃自由。简
历一出，扬州网友先“倒戈”了：“这个
女婿有肌肉感！”“住别墅还管桃，‘豆

包’嫁过去不亏！”而无锡网友更激
动，纷纷在评论区喊“快把‘豆包’娶
过来”，甚至有人PS了“锡霸豆包结
婚证”的搞笑图。无锡动物园负责人
也表示，“豆包”挺适合嫁到无锡来。

7月 17日，扬州茱萸湾动物园
“小气巴拉”园长带着“豆包亲友团”
直奔无锡，两园负责人便迫不及待地
分享起各自“心头爱”——“锡霸bro”
和“豆包”的趣事。聊到关键的“嫁娶
问题”，两位园长当场“互不相让”。
而就在昨日，记者获悉，经过扬州茱
萸湾动物园综合考量，“锡霸bro”最
终未能入选。理由很实在：一是扬州
网友大多反对“豆包”“远嫁”，二是

“豆包”的饲养团队舍不得“团宠”离
开熟悉的环境。无锡动物园同样有
顾虑，他们舍不得“锡霸bro”“远走他
乡”——无锡动物园有一对成年水
豚，如果“锡霸bro”迁往扬州，另一只
母豚“锡贝”就难免要独守空房了。

“虽然遗憾，但尊重‘豆包’的选
择！”无锡网友表现得很大度，甚至有
人开玩笑，“‘锡霸bro’别灰心，咱还
有‘锡贝’呢！”更有意思的是，这场相

亲意外促成了两地动物园的“友
谊”。无锡动物园表示，虽然婚事没
成，但已经和扬州方面约定，以后要
搞水豚友好交流活动。

本报讯 近日，热心市民钦女士向
本报报料，她在管社山庄的荷花池中
发现了少见的千瓣莲。与常见的单瓣
荷花不同，千瓣莲花开之时，花瓣层层
叠叠，由外向内花瓣越发密实，颜色也
由浅入深，煞是好看，为夏日荷塘增添
了一抹别样风景。

正值荷花盛放时节，记者跟随钦
女士来到管社山庄的荷花池边，偌大
的荷塘里，花开烂漫，迎风摇曳。“快来
看，这朵花藏在荷叶下！”钦女士对着
荷塘找了好一会儿才将目光锁定到她
在这里发现的千瓣莲花苞。随着钦女
士的指尖看去，一朵紧实饱满的花苞
出现在眼前。“千瓣莲还是花苞状态
时，看起来有如并蒂莲，花苞明显比单
瓣荷花来得大。”钦女士说，要看到完
整盛放的千瓣莲并不容易，由于花朵
较大，若根茎支撑不足，在花开的过程
中花朵会缓缓倒下，躺在水面上，隐于
大片荷叶之下。有时，要清风拂过、荷
叶摇摆起来才能看见。

在钦女士的指引下，记者将视线
下移，荷塘间，不少千瓣莲“现身”，有
的含苞待放，有的则已盛放，还有的花
色已衰，但枯黄的花瓣仍保持着盛放
时的形状。

资料显示，千瓣莲是一种稀有的
观赏植物，其叶茎与一般莲无显著区
别，唯花瓣特别繁多，形态富丽。每朵
花常在1000瓣左右，花瓣重重叠叠，
由大而小，愈近花心愈密集，故名千瓣

莲。2017年8月中旬，钦女士首次在
太湖一荷荡中发现了千瓣莲，此后，她
一直在跟踪观察这一特殊荷花在无锡
的踪迹。作为荷花爱好者，钦女士查
阅古籍发现，千瓣莲在明清地方志中
屡有记载。《吴县志》载：“花山在城西
三十里，山顶有池，生千叶莲，服之，羽
化，故名。”《无锡县志》亦提及：“惠山
金莲池，一名纑塘，一名浣沼，中生千
叶莲，旧谓服之羽化，与华州华山所产
同。”令钦女士不解的是：“为何古籍中
的名花，今日反倒成了稀客？”

对此，记者采访了无锡园艺相关
专家。据介绍，当前千瓣莲较为少见
并非因其物种稀有，而是受多重因素
影响。“通过现代园艺栽培技术，该片
区荷塘早在数年前便实施了混种策
略，种植的荷花包含多个品种，因此，
培育出千瓣莲是有可能的。”专家解
释，千瓣莲之所以未被广泛推广种植，
主要是由于其“头重易萎，多难开完”，
在荷塘之中，其观赏度对市民而言不
如普通单瓣、重瓣荷花，且综合维护成
本较普通荷花更高，制约了其在公共
景观中的规模化应用，“此类荷花更适
宜缸栽近观，而非大面积荷塘种植。”

市民若想一睹千瓣莲风采，可于7
月至9月花季期间前往管社山庄，沿
荷塘低视角寻找或静待清风掀动荷
叶，便能寻觅到那抹隐于碧波间的层
叠绯红。

（予之/文 黄晟/摄）

从高调求婚到遗憾出局：

水豚“锡霸bro”未抱得“豆包”归

夏日荷塘别样风情：

稀有千瓣莲现身管社山庄

本报讯 酷暑炎夏，人们渴望
通过食物来调养身心，提升食欲。
这段时间，一些“夏季限定”美食正
以清爽姿态抢占菜场“C位”。百
合的甜润、茭白的脆嫩、莲蓬的清
甜、金铃子的酸甜，不仅驱散了闷
热，更串联起江南夏日独有的烟火
气。

清晨5点，宜兴万石镇丰汇现
代农业产业园的500多亩茭白田
里已是一片忙碌。茭农们穿梭垄
间，镰刀轻挥便割下带着泥土腥气
的茭白，麻利地装袋、打包。“这一
季亩产3500斤，还没上岸就被订
光了！”一位茭农抹了把汗说，这些
鲜嫩茭白将通过冷链车发往苏锡
常乃至全国的菜场。作为“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宜兴茭白从6月
到年底都是江南餐桌的常客。产
业园里，刚采摘的茭白经自动化流
水线清洗、包装，一部分成箱发往
批发市场，一部分被装进印着“宜
兴特产”的礼盒。到了寻常人家的
厨房，清炒茭白肉丝的锅气、茭白
烧毛豆的鲜香，都是熨帖夏日胃口
的家常味。据朝阳农产品大市场
数据，近期本地茭白日均批发量超
过1600公斤，热度不减。

在稻香菜场的蔬菜区里，洁白
如雪的宜兴百合堆成小山，摊主边
剥开肥厚的鳞茎边吆喝着：“阿姨
来看看，这是今早刚挖的，25元一
斤保准正宗！”卞阿姨仔细选了五
颗：“中午煮绿豆百合汤，孩子午觉
起来喝正好。”

市场入口处，王菊芬的摊位前
围着不少人。翠绿的莲蓬堆成小
山，粉白的荷花插在水桶里，剥好
的莲子裹着晶莹的薄膜。“我们凌
晨三点从苏州东山赶来，这些都是
半夜从荷塘里摘的。”她和亲戚承
包了10多亩荷田，每天半夜下水
采收，带着露水的莲蓬、荷花每天
能卖几百斤，莲心更是抢手货，“清

热去火，夏天泡水喝最舒服。”
在鸿翔卢妈妈绿色农场的5

亩多种植区里，藤蔓间挂满的金铃
子已悄悄由绿转黄，开始零星成熟
了。农场主人卢凤梅摘下一个掰
开，橙红的果肉里嵌着粒粒黑籽，
她笑着介绍说：“这可是老无锡人
的消暑记忆，酸甜中带着清香，剥
开就能直接吃，比冰棒还解腻呢。”

只是，由于最近持续高温，金
铃子的果皮不如往年厚实，轻轻一
碰就容易开裂。“主要是天太热，日
晒时间太长有点催熟了。”卢凤梅
解释道，金铃子适宜的生长温度在
30℃到35℃。不过好在甜度和口
感依旧在线，预计七月底、八月初
将批量成熟，亩产量大概能有
2000斤。

这些金铃子按大小定价，半斤
左右的5元一个，8两以上的大果
8元—10元一个。因为颜值高、营
养好，还承载着许多人的童年回
忆，每年很受欢迎。客人大多是来
亲自采摘，若想送礼，可以预订礼
盒。听闻金铃子熟了，已经有客户
带着孩子来尝鲜。“小时候外婆家
种过，好多年没吃到了。”朱女士一
边和儿子忙着采摘，一边感慨不
已。

（潘凡/文、摄）

茭白、百合、莲蓬、金铃子……

“夏日限定”消暑美食暑美食
陆续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