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豆
凹脉
丁公藤榜薯

凹脉丁公藤，是
一种木质藤本植物，
幼枝稍被柔毛，老枝
有 明 显 的 纵 长 木 栓
棱，生于低山路旁、溪
畔或海边的疏林中，
通常攀援于大树上。
本种茎、叶服用会引
起 重 泻 、呕 吐 中 毒 。
与海南居民常用作药
食的单根藤在外观上
比较相似，生长环境
基本一致，容易造成
误采误食现象。

本报讯（记者马珂）海南即将进入高温多雨的季节，各种野生植物进入生长旺盛期，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提示：为预防误采误食有毒植物引起食源性疾病
事件的发生，请广大群众、餐饮服务单位等注意，不要自行采摘、食用、制售有毒植物。

榜薯。是一种缠绕
草质藤本，块茎大小不
一，卵形或卵圆形，或不
规则，外皮褐色，有多数
细长须根，断面新鲜时
白色或微带蓝色。种子
两两着生于每室中轴顶
部，种翅向蒴果基部伸
长。榜薯有毒，与木薯
等可食用薯类外观相
似，容易造成误食中毒，
中毒后都会引起头痛、
头晕、恶心、呕吐、腹痛、
腹泻、四肢麻木等症状。

海南即将进入高温多雨的季节，野生植物进入生长旺盛期

省疾控提醒：这些植物有毒，不要摘采食用

菜豆。夏季是各类
菜豆大量上市的季节，生
的菜豆中含有皂甙和植
物血球凝集素等天然毒
素，通常情况下，充分加
热后能够破坏其毒素，一
般不会引起中毒，但如果
未充分烧熟煮透，毒素没
有被完全破坏，食用后可
导致中毒，中毒症状主要
有恶心、呕吐、腹痛、腹
泻、头晕、头痛、胸闷、心
悸、乏力、四肢麻木，甚至
电解质紊乱等。

曼陀罗

曼陀罗，又名醉心花、
狗核桃，全株有毒，其主要
有毒成分为莨菪碱、阿托
品及东莨菪碱（曼陀罗提
取物）等生物碱，以果实特
别是种子毒性最大、嫩叶
次之、干叶的毒性比鲜叶
小。毒性主要是生物碱，
在误食其果实后，会出现
腺体分泌较少、口干、吞咽
困难、瞳孔散大、抽搐、发
烧、意识障碍、呼吸浅慢共
济失调等症状，严重时可
因延髓麻痹而死亡。

3月 16日，在海口市琼山
区新大洲大道旁的一处口袋公
园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欢度
周末时光。

截至目前，海口已经建成
162个“口袋公园”。据了解，今
年，海口市计划新建10个“口袋
公园”，造林绿化5000亩以上，
让群众出门进园、抬头见绿。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口袋公园：
让市民抬头见绿

采摘野菜要注意避开环境污染的区
域（如污水排放地、公路边、垃圾填埋场
等），不要随意在公园、路边或野外采摘不
熟悉、不认识的野菜、野果食用，发现可疑
植物要及时清除防止误采误食。

妥善贮存、正确加工、烧熟煮透。
不宜生食的菜应经浸泡、水焯、蒸煮、烹

调等处理。特别是烹饪菜豆时，应将菜
豆煮熟焖透就可以破坏毒素。用水焯
时，需使菜豆失去原有的绿色、生硬感
和豆腥味。此外，购买时要挑选嫩菜
豆，最好不买、不吃老菜豆。加工前，最
好把菜豆两头的尖及荚丝去掉，在水中
浸泡15分钟。

加强有毒植物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醒
广大群众不要采食不认识的野菜、野果、
野薯、野花等野生植物；不要偏听偏信，轻
易采摘、加工食用易造成混淆的可疑药用
植物。同时，加强田间管理，在谷物、菜类
收割前应对有毒植物进行清理，避免有毒
植物混入其中造成误食。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刘晓
惠）3月16日晚，海南省演艺集团“自
贸港 艺非凡——2024年中外舞台艺
术精品海南展演”重点引进大剧——
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在
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让海南观众体
验了一把极致的东方美学。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可怜
金玉质，终陷淖泥中”……舞台上，一
句句判词以灯光的形式投射在一开一
合的帷幔之间，呈现《红楼梦》中的经
典场面。该剧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
宝钗的爱情为主线，采取传统章回体
小说特色，分为“入府”“幻境”“含酸”

“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玉”
“冲喜”“团圆”“花葬”“归彼大荒”12

个篇章，各自独立又串联成篇。
全剧以林黛玉入府作为开篇，随

着步辇摇曳，观众跟随黛玉置身鼎盛
的荣国府。在场景布置与灯光的巧妙
转换下，观众见证了大观园里红楼儿
女的悲欢沉浮，贾史王薛四大家的浮
华腐朽，以及宁荣二府从繁荣走向衰
亡的唏嘘光景。在雾里看花般的审美
氛围中，该剧讲述了“十二金钗”盛开
和凋零的生命历程。

15位主角富含个性化的独舞、双
人舞、三人舞与群舞交织，东方古典美
与当代舞蹈语汇相融、民族舞的柔美
和现代舞的锐利巧妙融合，营造出如
泣如诉、缠绵悱恻、群芳斗艳、生离死
别的舞台意境。

舞剧《红楼梦》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剧在视觉上借鉴明清古画的美学特
质，旨在展现端庄古雅的舞蹈群像。
在舞美布置与造型设计上，多处运用
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古典符号，最大限
度地忠于原著中服饰、布景的形象与
色彩，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致敬与传承，也是年轻一代艺术家
对民族文学经典注入现代审美的创新
演绎。

灯光亮起，宝玉穿着一身红裳站
在白色的花海里，遥遥注视着身后的
十二金钗。他们奔向彼此，却又擦肩
而过，最终一齐奔向观众，施以大礼
表达谢意……这是该剧的最后一
幕。大幕落下，“梦”醒时分，全场掌

声经久不息。
台下，海口观众陈康特意打扮成

贾宝玉的模样前来看剧。舞剧结束，
他在剧场里久久不愿离去。他说：“很
早就听说过这部剧，没想到在家门口
能看到这么精彩的剧目。我今天精心
打扮就是为了沉浸式看剧，真的令人
回味无穷，仿佛做了一场‘红楼梦’。”

这部舞剧不仅获得观众的高度赞
誉，更赢得了市场上的巨大成功。自
2021年9月首演以来，该剧已完成全
国各地超过百场演出，所到之处一票
难求，成为中国演艺市场一张“爆款”
名片。3月16日至19日，该剧每晚
19时30分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
目前还有少量余票，观众可在“海南省

演艺集团”微信公众号上购票。
精彩不止于舞剧《红楼梦》。据了

解，2024年海南省演艺集团将重点打
造“自贸港 艺非凡——2024年中外
舞台艺术精品海南展演”项目，持续加
大引剧力度，初步计划引进大剧15
部，其中包括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国国家话剧院
明星话剧《四世同堂》、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神话舞台连续剧《西游记》（第二
部）等已先后上演和开票。不久后，大
热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乌克兰国宝
级亲子互动滑稽默剧《塑料的狂想》、
意大利罗马芭蕾舞剧《朱丽叶与罗密
欧》、唐诗逸领衔的舞剧《如见》等国内
外优秀剧目也有望在海南上演。

中国演艺市场一张“爆款”名片登陆椰城

民族舞剧《红楼梦》将在海口连演四场

预防有毒植物中毒我们应做到麻风果
麻风果，是麻风树

的果实。麻风树全株有
毒，茎、叶、树皮有丰富
的白色乳汁，内含大量
毒性蛋白，麻风果种子
含量最高。种子腰果形
状，乳白色，味道似生花
生。食用即引起头昏、
呕吐、腹痛、腹泻，多食
症状加重，有呼吸困难、
皮肤青紫、循环衰竭，并
有少尿、血尿及明显溶
血现象，最后虚脱死亡。

聚焦陵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迎春）近日，海南
日报记者来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
海南雷丰芒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葡萄
种植基地内，50亩阳光玫瑰葡萄、夏
黑葡萄迎来首次整园挂果成熟，散发
出阵阵醉人芳香。

近年来，海南雷丰芒果农民专业
合作社立足资源优势，采取“村集体+
公司”的运营模式，以“农业特、产业

优、农民富、农村稳”为目标，积极引种
市场深受青睐的阳光玫瑰、夏黑两个
葡萄品种，因地制宜推动特色农业发
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陵水地处北纬18度，阳光充足，
阳光玫瑰葡萄在生长期间能够积累充
分的糖分，成熟后鲜脆多汁，还带有一
种独特玫瑰香，品质较好，园里种了
45 亩阳光玫瑰葡萄和 5 亩夏黑葡

萄。”在海南雷丰芒果农民专业合作社
总经理冯学敏看来，省外阳光玫瑰大
量成熟上市时间为每年8月后，海南
可充分利用独特地理气候优势，进行
反季节种植。

阳光玫瑰葡萄口感细腻、果实饱
满、甜味十足，是目前市场上较热门、
价格卖得较好的葡萄品种。据介绍，
阳光玫瑰葡萄在陵水种植，从开花到
成熟只需要100余天。陵水常年温度
适宜、光照充足、地理位置优越，为“阳
光玫瑰”提供了较好的生长环境，其成

熟时间能够满足市场空缺期，经济效
益可观。

同时，为了让葡萄产业成为乡村
振兴的“致富果”，合作社为此也下了
不少功夫。经过近三年的探索，合作
社掌握了葡萄栽种、修剪、养护、催花、
水肥一体化等全过程管理技术，并坚
持生态种植模式，把握好反季节上市
的时间差。

葡萄产业的发展成为了振兴农村
经济的重要引擎，有效带动了周边农
户增收。大棚内，农户们正精心护理

着这些“致富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为拓宽收入途径，合作社还将
园区进行开放，其香甜多汁、果粒饱满
的葡萄吸引了不少本地、外地的村民
游客前来采摘。

这一葡萄种植园也是村集体产业
项目，目前有四个村委会参与。此外，
村民也会到园区来参观学习。下一步，
海南雷丰芒果农民专业合作社会继续
提升葡萄产业品质，让葡萄在这一区域
发挥特色和优势，做好葡萄文章，为当
地产业发展提供一条强有力的新道路。

经3年探索，坚持生态种植模式

陵水50亩葡萄园首次整园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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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农耕文化 感受劳动快乐

海口美兰区898艺术村
打造研学旅游项目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
者王聘钊 通讯员陈尾娇）3月16日上午，海口美
兰区灵山镇898艺术村“挖挖菜地”正式启用。当
天，该菜地迎来第一批“小客人”——10余名孩子
组成的研学团开启研学之旅，亲身体验农耕文化、
感受劳动快乐。

“有小朋友知道这个植物叫什么吗？”“是番
茄。”种植活动开始前，老师以问答的方式带领孩
子们认识蔬菜的种类，了解种植的技巧，让孩子们
对蔬菜种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挖挖菜地”
里，孩子们化身为“小农夫”，在本地菜农和老师的
指导下，拿起小锄头和小铲子，用稚嫩的小手翻
土、种植、浇灌……亲手撒下一颗颗种子，种下了
一棵棵蔬菜，虽然流出了一身汗，孩子们的动作却
一点不含糊，个个干得有模有样。

据介绍，“挖挖菜地”是由灵山镇美庄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联合898艺术村和海广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创办的新型农业科普研学基地。在这里，孩
子们可以“手沾土”“脚踩泥”，近距离接触大自然、
了解劳动生产基本过程，不仅丰富课外生活，也能
体验到劳动的不易，推动边游边学的研学旅游项
目更好地落地。

“我们依托898艺术村便利的地理位置优势，
通过找准‘小切口’，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整合周边
农业资源，打造一个集种植、科普、体验为一体的研
学项目，进一步丰富‘旅游+研学’业态，助推乡村
振兴。”美庄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徐应宇介绍。

■■■■■ ■■■■■ ■■■■■

海口曝光19个电动自行车
违规问题突出小区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鹏羽）3月16日，海口公布第二批电动自行车违
规停放、充电问题突出小区“黑牌”榜，共有19个
小区被曝光。

据了解，为有效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
电等各类电动自行车突出问题，日前，海口市消安
委办、海口市安委办持续加大消防安全防范工作
力度，重点针对居民小区、高层建筑，重点突出地
下停车场、架空层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充电等
问题进行排查。

本次曝光的19个小区分别为：秀华旺居、爱
华小区、海滨花园、海口市自来水公司秀英三号宿
舍、水厂大院、滨江世纪佳城北院、翡翠水城、俊雅
苑、南江花园、美和小区、美舍苑小区、金标苑小
区、富力首府、金银苑小区、昌茂花园小区、星华海
德豪庭（三期）、昌茂澳洲园小区、现代花园（一
期）、天德园小区。

海口市从3月1日至4月15日开展电动自行
车违规停放和充电专项整治行动，并将陆续曝光
存在火灾隐患的场所和单位，加大督促整改力
度。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违规占
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规“人车同屋”“飞
线充电”“进楼入户”等“六类”情形。

我省开展生物质锅炉等
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我省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
生物质锅炉、机制砂、烧结砖行业企业环境管理专
项整治（以下简称专项整治），规范行业企业环境
管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

专项整治时间为今年3月至12月。主要对
象为全省所有使用生物质锅炉企业，机制砂生产
企业，以黏土、页岩、煤矸石为主要原料的烧结砖
企业。重点对生物质锅炉、机制砂和烧结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三同时”、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和排污许可证等制度落实情况进行
全面排查整治，依法从严查处违反“三同时”和排
污许可制度、超标排放污染物、不正常运行污染防
治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

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分为4个阶段。动员
部署阶段为3月至4月，各市县生态环境局会同
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组
织辖区内使用生物质锅炉企业、机制砂生产企业、
烧结砖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普法培训，解读本
次专项整治工作、行业大气污染设施建设标准和
环境管理要求。5月至6月为自查和整改阶段，全
省使用生物质锅炉企业，机制砂生产企业、烧结砖
企业要分别对照相关标准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开
展自查，并及时整改自查发现的环境问题。8月
至11月为检查和查处阶段，各市县生态环境局会
同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辖区内的所有使用生物质锅
炉企业、机制砂生产企业、烧结砖生产企业开展现
场检查，对检查发现的环境问题，各市县生态环境
局要督促指导企业高标准整改到位；对检查发现
的环境违法行为，各市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要依法
进行查处。12月为总结验收阶段，各市县对专项
整治工作进行全面梳理总结，查漏补缺，完善提
高，制定长效管理的措施。

专项整治期间，省生态环境厅将组织工作组
对各市县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程跟踪督
导，确保工作成效。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4年3月14日12时—3月15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良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22

18

11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54

39

25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兜医圈儿（DouYiQu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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