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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滨湖区河道管理部
门是从2008年接手内河蓝藻打
捞工作的，主要负责区域为梁溪
河及其支浜。梁溪河是太湖的调
水通道，一旦太湖水位升高，就会
通过梁溪河流入古运河，最后汇
入长江。因此太湖若暴发蓝藻，
梁溪河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受影
响。在治理蓝藻的过程中，除了
水葫芦，也有其他水草的身影。

“最初我们采用的是物理阻
拦，就是建围栏，不让蓝藻进内
河，但效果很差。”2010年开始，
河道管理部门采用水草来作为

阻拦蓝藻的先锋，当时采用的是
本地水草水花生。据介绍，河道
管理部门利用水花生在梁溪河
的主河与支浜之间形成一道道
缓冲带，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
问题随之而来：“水花生只能拦
少数蓝藻，蓝藻一多水花生就开
始腐烂。而且水花生有病虫害，
甚至需要打除虫剂，种水草防蓝
藻，结果要打除虫剂，这不是本
末倒置么？”2011年，滨湖区河道
管理部门参考太湖治理蓝藻的
经验，也开始使用水葫芦，水葫
芦也凭借着其对蓝藻优秀的抑制

作用，逐渐成了治理蓝藻的主力
军。

杨坚介绍，除了水葫芦，目前
梁溪河及其支浜内的水草还有水
花生、铜钱草、狐尾草这3种。其
中在水流急的区域和关键节点
上，使用的都是水葫芦。在水流
较缓的河道则使用本地水草，辅
以部分水葫芦：“本地水草的好处
是能自然越冬，而且四季常绿，同
时能美化河道。”在一些能通过物
理手段拦住蓝藻的地方，则不使
用水葫芦。

（晚报记者 甄泽/文、摄）

一批水葫芦“宝宝”正在暖棚越冬
清明之后将成战蓝藻主力军

今 年 的 水 葫 芦
“走”得比往年要晚一
个月，从滨湖区环卫部
门了解到，刚刚功成身
退的蓝藻“清道夫”，一
部分接受无害化处理，
还有一部分目前在暖
房中过冬，等待清明后
重新下河，继续和蓝藻
“战斗”。据了解，培育
水葫芦幼苗是环卫部
门在防治蓝藻工作中
的一次探索，目前已有
了一定成效。

金城西路与蠡溪路交界处的
一片空地上，有一处塑料大棚，棚
内有工作人员精心挑选的水葫芦
幼苗：个头大、叶片肥硕、没有虫
咬。这处暖棚约300平方米，南
侧是一条浅浅的河道，将水注入
暖棚内。暖棚的顶部与周围的土
地基本持平，这是为了防风。滨
湖区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河道
管理部门（原环卫处河道管理所）
负责人杨坚介绍，水葫芦幼苗的
养殖并不容易，对光照、温度甚至

养殖地的水深都有要求，他们找
了好久才找到了这处空地，与土
地产权方协商后，将暖棚搭在了
此处。

为照顾好幼苗，他们特意向
下挖了一个半米深的土坑，在底
下铺上塑料薄膜，薄膜经注水确
保不漏后，将事先筛选出的水葫
芦种下，上方如蔬菜棚一样搭起
暖棚，保证幼苗可以安全过冬。
此外，这批幼苗还会由专人看守，
密切关注其生长情况，确保暖棚

内保持稳定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特意挑了一个背风向阳的地方，
但暖棚的温度高了也不行，要打
开暖棚通风；水太深了存活率反
而会低，一降温幼苗容易死，今年
两次寒潮对培育影响很大。”据介
绍，这些幼苗将在暖棚内一直待
到清明时节，之后会被放入河道
中适应正常的水温，5月份左右正
式投入各支浜、节点中用以阻拦
蓝藻进入河流。

“2013年左右我们开始试点
培育水葫芦幼苗。”杨坚介绍，一
开始他们在室内搭建了大棚，但
发现室内种植虽能很好地控制温
度，但水葫芦发生了霉变，大批量
死亡，这次尝试宣告失败。“后来
请教了专家，虽然水葫芦是水生
植物，但培育时离开了土壤，抗病
性就变得很差，加上室内空气不
流通，容易出现霉菌。”之后，河道
管理所尝试在河道内搭建水上大

棚，培育情况有了改善，但幼苗的
存活率依然不高：“水太深、日照
时间短都是原因。”

2017年，河道所与仙蠡墩公
园沟通，在不影响公园景观的情
况下，开挖了一段地坑进行水葫
芦幼苗培育，这次培育效果非常
好，水葫芦存活率很高，生长情况
也不错。不过找到了培育方法，
地块又成了问题：“那里毕竟是公
园，我们总不能占着地去搞种

植。”因此经过辗转，最终找到了
现在这处空地。

若说有什么担心的，同样还
是培育地点的问题。据介绍，目
前种植的地方是一处拆迁待开发
地，等以后施工队入场开发后，又
要找新的培育地了：“几个条件，
要向阳，要有水但水不能太深，要
保持一定的通风，这样的地方不
容易找。”

水葫芦是无锡地区治理蓝藻
的主力军，它的繁殖能力极强，在
不进行人为控制的情况下，仅仅
一个月它的数量就能翻番。但作
为外来物种，水葫芦也有其缺陷，
就是无法自然越冬，天一降温水
葫芦就开始枯萎腐烂，会造成水
源二次污染，因此每年冬季来临
前，河道管理部门都要将水葫芦
打捞上岸进行处理。

据介绍，无锡的水葫芦多是从

浙江、福建等地采购的，运输成本
高，货源也不稳定，因此才有了自
己育苗的举措。杨坚回忆，以往去
采购水葫芦，可以说是要多少有多
少，但近些年明显感觉到采购越来
越困难了，“有时福建的供应商自
己也要去农村甚至山里的水塘里
找，找到了培育好再卖。还有现在
河长制的推广，很多城市的河流也
会清理水葫芦，我们就开始考虑，
如果有一天采购不到水葫芦了该

怎么办，所以要自己培育幼苗。”
杨坚说，除了自己培育幼苗，

他们也准备了应急预案，万一某
天真的采购不到水葫芦了，他们
就会将培育的水葫芦放置到一些
关键节点，部分水流较缓的支浜
则用“预备役”——本地水草顶
上：“本地水草我们一直有种留
着。水葫芦生长快，这时候在后
方加紧培育，然后送到前方的‘主
战场’上去。”

本报讯 王子瑜最近“喜事连
连”：新戏《泰伯》好评如潮，结婚生
子迈入人生新阶段；参与戏曲电视
文化类节目《擂响中华》第三季的录
制，与全国14个代表性剧种的18
位优秀青年演员齐聚，经多轮较量，
获“中国戏曲十大青年领军人物”称
号。

这次参与“中国戏曲十大青年
领军人物”竞争的选手来自昆曲、京
剧、越剧、黄梅戏、锡剧等剧种，9位
评委均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锡剧“彬彬腔”第三代嫡传王子瑜经
网络观众投票获“网络人气王”第一
名。他以代表作《珍珠塔》《泰伯》
《二泉映月·随心曲》选段的展示，最
终获第三名的好成绩。

王子瑜生于梨园世家，从小就
期盼能和爷爷、父亲一样成为出色
的锡剧演员。但王子瑜学锡剧是

“半路出家”：回归锡剧前，他在江苏
省戏剧学校学习昆曲老生行当。“小
时候长得有点胖，脸圆圆的，怎么看
都不是小生的模子，却被省昆的花
脸演员赵坚相中，恰好省昆剧班招
生，父亲便将我送去应试。”那时他
不会唱戏，却将刘欢的《好汉歌》唱
得特顺溜，再加一套广播操进行形
体表演，一试而中，此后开始了6年
的昆曲学习。由此为他打下了扎实
的基础。他在2007年全国昆剧大
奖赛中获优秀表演奖，又在2009
年、2011年获第四、五届“江苏戏剧
奖红梅奖”大赛银奖。

如今，王子瑜已积累了七八台
大戏，有传统大戏《珍珠塔》《玉蜻
蜓》《狸猫换太子》，也有原创新编大
戏《二泉映月随心曲》《繁漪》《锡
商》，还有新剧《泰伯》。回想起10
年前，小王彬彬与王子瑜父子俩合
演锡剧《珍珠塔》，作为“客串”演出
的王子瑜，对于场内观众对他回归
锡剧的期盼，感动万分。排演《二泉
映月·随心曲》时，王子瑜有过困惑、
琢磨和探索，“就像排练《泰伯》时，
高频的唱段，压力特别大，这出戏是
典型的男人戏，我的戏份达85%以
上”。对于自己的成长，王子瑜坦
言：“从昆剧改成锡剧，障碍是肯定
有的。表演不一样，唱腔不一样，行
当也不一样。”直到今天他都还在实
践中不断学习锡剧的点点滴滴。

尽管已被称为“小小王彬彬”，
也有着家族的传承，但王子瑜更愿
意做自己：“我不是一个喜欢接受安
排的人。我唱的曲子和爸爸、爷爷
都不太一样，我其实特别想做王子
瑜。我会努力学习前辈的东西，但
趁着年轻还有些想法时，更想创新
糅合一些不同的东西。”

（璎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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