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今天上午!展商在展会上演示国际首创的鱼类物联网追溯系统!买家可通过这一系统知道此鱼的

打捞时间"地点以及冷链步骤 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

古猗园官方微博今发银柳征集令
! ! ! ! #上海三宝$缺#一宝$%&&银柳'

今天起! 古猗园在官方微博上发布银

柳征集令! 希望网友能提供沪上银柳种植

信息!(哪怕是农家屋前宅后零星种植的小

片银柳$!目的是让(上海三宝$能在蛇年新

春实现(大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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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有关崇明水仙的连续报道，引发市
民的广泛关注，由崇明水仙引伸到嘉定蜡梅、
松江银柳，这两种花卉曾经与崇明水仙并称
沪上传统名花———“上海三宝”。

崇明要建水仙岛，那么，蜡梅、银柳近况
如何？记者寻访发现，嘉定蜡梅眼下正在外冈
镇盛开，再过半个月就进入上市旺季，而松江
银柳却难觅踪影。经本报牵线搭桥，南翔古猗
园有意收齐“三宝”，集中在 !"月 "#日开幕
的新春游园会展出。

嘉定外冈蜡梅源于太平天国时期留下的
一棵古腊梅，至今已有 "$%多年历史。上世纪

&%年代，著名国画家郑午昌也曾在这里居住，
种梅、品梅、画梅，留下了几十棵“'%岁左右”
的蜡梅树，当地百姓几乎家家种蜡梅。

本世纪初，作为外冈当地特色农业，腊梅
得到了快速发展，从农家分散零星种植，发展
到大面积规模种植，全镇的蜡梅种植面积目
前达到 !'%%亩，镇里还成立了蜡梅研究所，
建起了融合农家乐的蜡梅园。蜡梅的生产销

售、赏花旅游业已初步形成。
今年，蜡梅将走进古猗园的新春游园会，

沪上插花高手将以蜡梅鲜切花为主材料，创
作蜡梅花艺，同时，蜡梅盆景也将首次亮相。

“(%年前，松江城北地区到处都能见到银
柳，种植面积上千亩，还出口东南亚，成为帮

上海赚外汇的花卉。”沪上花卉专家叶增基清
楚地记得当年上海种植银柳的盛况，“银柳，
在广东话中谐音‘银楼’，特别受广东人青睐，
上海市民也喜欢在过年时买上一大把，插在
花瓶里，能放上好几个月，既好看又便宜实
惠。”银柳更因栽培简单，当年扦插当年就能
上市，上世纪 #%年代，在松江等地推广非常
快，种植面积超过了千亩。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江苏启东、海门等
地以土地、人力成本低，先抢去一部分市场，
后来台湾宜兰种植的银柳质量高，又抢走了
一部分市场，价格打不过江苏，质量比不过宜
兰，上海的银柳日渐稀少。如今，在松江已基
本找不到银柳。 本报记者 沈敏岚

本报有关崇明水仙连续报道引发市民对沪上传统花卉关注———

“上海三宝”缺“一宝”松江银柳在哪里

蜡梅 鲜切花盆景结伴来 银柳 曾经辉煌如今衰落

! ! ! !本报讯 （记者 薛慧卿）
合水粉葛、长白山人参、静宁
苹果、郫县豆瓣……这些带着
浓郁地方特色的产品今天上
午集中亮相上海展览中心，
"%!"中国)上海*国际食品安
全博览会暨第一届中国国际
地理标志产品博览会拉开帷
幕。上海市民徜徉其间，提前
买年货。
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

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
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
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
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
行命名的产品。本届展会上，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 多个极富特色地理标志
产品集中亮相、展示并对外销
售，产品种类丰富。

! ! ! !本报讯（记者 朱全弟）中国绿
色食品"%!"年上海博览会将于今晚
至本月!$日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举
办。本届绿博会由农业部和上海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和上海市农委共同承办。
今天上午，记者在绿博会上获

悉：近十年，我国绿色食品年增长速
度超过"%)，产量质量合格率一直
保持在*#)以上。绿色食品作为证
明商标已在美国、俄罗斯、法国、澳
大利亚、日本和香港、世界知识产权
局等!!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注
册，在法国、芬兰、澳大利亚、加拿
大、印度尼西亚等+个国家的'家企
业!+个产品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

本届绿博会共有(&个参展团，
分别来自全国(%个省区市、(个计划单列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个展位，参展
产品!!&种，均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
害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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