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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气血 供医用 制皮具

“黑面郎”全身上下都是宝金猪送宝 !

! ! ! !民间把猪又称为“乌金”、“黑面郎”和“黑
爷”。唐代笔记小说集《朝野佥载》写道，洪州
人养猪致富，称猪为“乌金”。唐代《云仙杂记》
引《承平旧纂》说：“黑面郎，谓猪也。”上海市
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教授说，在六畜之
中，猪似乎只吃不做，不必如牛耕田，如马供

骑，如狗看门，如鸡司晨，如羊产毛，然而猪绝
非白吃白喝，它吃的是粗粮糟糠，长膘增肥，
生长的是精美肉类，奉献给人类，其功德值得
一赞。
“猪全身都是宝，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猪

身上没有不可以食用的东西。它的使用价值

几乎覆盖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我国著名
养猪专家、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张似青教授说，从取用价值来界定，猪
肉有着食用价值和营养价值；它的某些器官
具有医用价值；另外，猪的皮毛具有可制成皮
革的工业价值。但是，现在也有人提出“少吃

猪肉”，认为猪肉的营养不及牛肉、羊肉、鸡
肉。张似青解释说，从营养角度比较，猪肉的
蛋白质含量略低于牛肉、羊肉和鸡肉，但猪肉
的消化率是最高的，这就意味着猪肉的营养
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猪肉是人体膳食均
衡的绝佳食物。猪肉可以起到补气血，缓解体
虚的症状，可以保养脾胃，并且还有丰富的铁
元素，可以改善由于缺铁而导致的贫血。中医
认为，猪肉性平味甘，有润肠胃、生津液、补肾
气、解热毒的功效。

首席记者 王蔚

! ! ! !长江入海口，崇明东风西沙水库附近的
芦苇荡里，一叶扁舟上的上海海洋大学学生
目不转睛盯着远处，江面的一处波动让他们
欣喜若狂，“来啦！来啦！”他们发现了一种弥
足珍贵而特殊的“猪”：海江猪。

举起镜头，将这难得一见的画面留存，
“一头、两头……”一名大学生嘴里轻轻念叨
着，“这五个小时没白‘潜伏’！”

不少崇明人都听过“海江猪”的故事：滚
滚江水中，生活着一种和猪差不多的水生动
物，它们全身灰白，性格腼腆，极少被人看
到。没错，“海江猪”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长江江豚，目前在中国仅剩 !"""头左右，而
在崇明发现的种群数量近 #"头。

天生长着一张萌萌的笑脸，生性活泼
的长江江豚是长江流域仅剩的淡水豚类，被
誉为长江生态的“活化石”和“水中大熊猫”。
上海海洋大学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教授
介绍，长江江豚是哺乳动物，通常在葛洲坝
以东的长江干流中活动，在一些大型湖泊中
也有出没。它们性情活泼，常在水中上游下

窜。“江豚是靠肺呼吸的，所以它必须隔一
会儿就要露出水面，不能长期在水下生活。”
唐文乔说，“江豚以鱼类、虾和乌贼为食，每
天要进食约体重的 $%至 &%。如果生存条
件比较好的话，一般长江江豚可以活到 '"

年左右。”
此前，长江江豚被认为是窄脊江豚的一

个亚种。去年，中外科研人员对长江和中国
沿海不同水域的 ()只江豚的基因组数据比
较分析，发现长江江豚与海洋江豚之间存在

着显著而稳定的遗传分化，已形成独立的进
化支系。此项研究成果，令鲸豚类物种由原
来的 &)种增加为 )"种，这对于长江中唯一
的鲸类动物长江江豚来说意义非凡。

唐文乔课题组连续多年对江豚进行考
察后发现，在长江口崇明西部东风西沙水域
可观测到长江江豚踪影，数量近 #"头，这是
崇明岛西部水域近年来新发现的江豚种群
（见图 上海海洋大学 供图）。

对于长江江豚来说，现在面临栖息地水

环境污染、缺乏食物、渔民网具误伤和船只
产生噪音干扰其声呐通信等威胁。随着长江
流域禁捕工作的稳步推进，崇明在渔民自愿
基础上对该区 !*)条长江捕捞渔船进行拆
解，崇明区渔政管理检查站去年也联合多部
门开展执法行动。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
江面无浮子、江中无渔网、无违规渔船。“江
豚一般是以家庭为规模活动，在‘打猎’的时
候才会集体出动。”唐文乔告诉记者，“我们
好几次看到近十头江豚，说明它们已经放下
戒心，在人类目光所及的范围内捕食了。”
“如果江豚迁地保护区建设通过论证，

那崇明将呈现‘东滩候鸟天堂、西滩江豚乐
园’这一两翼齐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
崇明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江豚保护
有现实需求，也有助于提升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的发展能级。”据介绍，江豚是高智商动
物，还可改善相关水域生物群落结构，保持
水域生态平衡。“它还是水质量预警的指示
生物呢！”唐文乔说。

见习记者 郜阳

!潜伏"芦苇荡五小时目击长江江豚

“来啦”，海江猪想在崇明有个家

! ! ! !今天是除夕，上午 )时，上
海金茂君悦大酒店金茂俱乐部
主厨王煜和平日一样，准时走
出家门，赶往酒店。这是他第
'" 年坚守在烹制年夜饭的厨
房间。
上午 )时 ("分，王煜走进

金茂大厦，比预计的时间早到
了 '"分钟。他乘坐电梯抵达
$(层金茂君悦酒店大堂，换乘
电梯到 &$层，再换一部电梯到
&+层，径直奔进工作间。“这是
上海最高的上海菜餐厅，每年
十月份开放年夜饭预订，很快
被抢购一空。”提及自己工作的
餐厅，王煜颇为自豪，餐厅拥有
最好的观景视野，每个房间都
有观景窗。百灵厅正对东方明
珠电视塔。
年夜饭要美味，更要讲究

“好彩头”。经过三个多月的酝
酿和筹备，王煜及团队推出的
年夜饭，满桌都是“吉祥菜”：
“年年有鱼”———虾饺豉油东星
斑、塔菜霉干�冬笋象征着“步
步高升”、四喜冠鼎饺则寓意事事如意……
走出工作间，王煜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色工作

服、戴上了一顶洁白的工作帽，手上还拿着一本
笔记本。今年，餐厅预定的年夜饭近 '"桌，最大
的一桌有 !&人，最小的一桌为 (人。王煜一边查
看笔记本一边核对食材、餐具的数量。
“'"年前，大部分人在家吃年夜饭，酒店的

餐厅相对比较清闲。近年来，不仅有大家庭相约
外出吃年夜饭，很多三口之家也选择去酒店吃
年夜饭。”王煜回忆道。“每年大年夜，我一边掌
勺一边酝酿第二年的年夜饭菜品及烹制方案。”
王煜笑道。今年，他们经反复尝试，推出金瑶鲜
辣蒸波龙。“新鲜的波龙经过清蒸后，撒上一层
油炸成金黄色的瑶柱……不同滋味互相浸润，
让人越吃越觉鲜美。”本报记者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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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间烟火旺 拜年拿红包 宠物换新装

在弄堂角落遇见浓浓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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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与志愿者一起烧煮!百家宴" 叶晓雯 摄

走基层新春

! ! ! !明天就是猪年新春，申城大街小巷的
年味愈来愈浓。
本报近日走访大桥街道杭州路居委、南

京东路新雅粤菜馆、北站街道社区文化中
心、南码头路街道等地，通过对社区百家宴、
大厨教做年夜饭、小朋友沪语迎新春、带宠
物一起过年等报道，为读者奉上一桌冒香
气、显喜气、有热气、见人气的除夕大餐。

石库门里百家宴
春节前夕，灶头间总是人来人往。不管

手艺如何，每个人都想为家人煮出一桌年
味来。
杨浦大桥下，石库门的小屋子里藏着

最正宗的上海年味。
“周阿姨，侬搿道是顶顶正宗额上海

菜———银丝芥菜，本地人最喜欢吃了。”年
逾八旬的奚老先生是这片石库门里土生土
长的老居民，他对邻居周阿姨正准备的这
道菜赞不绝口。
打开家门，一场围绕着八仙桌的“较

量”正在居民间展开。摆放菜肴、准备饺子
皮、切菜的切菜、绞肉的绞肉……“大厨们”
也生火热油，将食材爆香翻炒。大桥街道杭
州路居民区的“百家宴”尚未开席，浓油赤
酱之味就迎面而来。这些石库门里的“大厨
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如何烹制一道地道的
“上海年味”。“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老邻居、老朋友。年年春节，我们都要聚在
一起，比自己家人还要亲。”杭州居委会书
记周美珍介绍。

上海闲话来拜年
说起拜年，上海小囡们可是一只鼎。用

上海闲话说起吉祥话来煞是好听。北站街
道社区文化中心里，一群小朋友为读者朋
友送来沪语童谣和新春祝福。
“除夕到，新年好，小八腊子哈哈笑。大

年初一忙拜年，红包拿了勿勿少。看灯展，逛
庙会，还要白相城隍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上海说唱代表性传承人龚伯康说：“沪语
总归是阿拉上海人额一张名片，阿是阿拉海
派文化搿特色。沪语是相当重要搿。”

新衣扮靓宠物犬
走上街头，申城不少宠物犬也已穿起

了大红新衣。

目前，申城有证犬就超 ("万条，养猫
一族数量更多。如何给自家宠物过年已成
了数百万上海宠物主们的共同话题。
为此，宠物店家们也是费尽心思。走进

南码头路街道的一家宠物店，中国年的元
素可谓琳琅满目。大红的福字贴在门边，新
年结、新春剪纸、窗花等小物件将宠物店打
扮得格外喜庆。各式各样的宠物玩具，也换
成了新年款式。红色的宠物棉袄更是供不
应求。

申城的角角落落，都透
着年味。不同人眼中的年味
各不相同，但这些不同却为
他们带来同样的幸福感。

夏扬 杨叶 王军

杨喻 解雯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