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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今日济南

畅游万亩玉杏基地、挖野菜、欢乐垂钓……

百位市民“搭车”张夏摘杏

“为了改善玉杏基地
的条件，张夏镇前后投入
1 4 0 万元硬化了长 6 公里
的黄家峪环山公路，并在
基地的宽阔地带修建了
3 0多处错车平台。镇上还
投资 4 0 0多万元实施了黄
家峪小流域治理，对纸坊

至葡萄湾水库的河道进
行了环境整治。”张夏镇
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这
一系列举措，杏花节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市民，而张
夏玉杏也是省城为数不
多的国家地理标志性保
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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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夏玉杏已成

国家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

本报6月10日讯(记者 陈伟)
10日，本报“张刚大篷车”组织省城百
位市民到长清区张夏镇自驾游，畅游
了张夏黄家峪万亩玉杏基地。采摘玉
杏、挖野菜、欢乐垂钓……百位市民
度过了一个欢乐周末。

10日上午9点，在104国道莲台山
景区路口，百位市民已经分乘20多辆
车在此等候了。10点钟，在长清区张
夏镇工作人员的引领下，经过 20分
钟，大家到达了张夏黄家峪万亩玉杏
基地。进入基地后，记者看到，成片的
杏树上挂满了成熟的玉杏，数百名游
客正在采摘。杏树连成一片，显得非

常漂亮，有些熟透的玉杏掉在地上，
让人不忍踏足，市民们纷纷拿出相机
拍照留念。

市民韩金宝告诉记者，孩子刚刚
参加完高考，正好赶上“张刚大篷车”
组织自驾游，他就报名来参加。“孩子
高三一年间很少有时间出来玩，每天
都是家、学校两点一线。今天我们出
来，孩子非常高兴，玩得非常HIGH。”

在基地里，枝头挂满了成熟的玉
杏，地上长满了各种野菜，有马生菜、
荠菜、面条菜等。很多市民在采摘玉
杏的同时，不忘挖点野菜回家吃。

市民刘双向记者介绍说，家里的

老人就喜欢吃点野菜，平时超市里也
买不到，今天正好借此机会，多挖点
野菜回家给老人。“我们参加摘杏自
驾游，是为了带着孩子出来散散心，
老是在市区呆着，时间长了感觉太
闷。孩子来到基地，自己摘杏，自己挖
野菜，高兴得不得了。”

12点左右，很多市民采摘完玉杏
满载而归。市民杨丽君介绍说，今天
来基地采摘玉杏，感觉时间过得非常
快，孩子们还没玩够，就得往回走了。

“摘了两个小时杏，感觉还不过瘾。以
后‘张刚大篷车’再组织自驾游的话，
我们还参加。”

在10日的黄家峪玉杏基
地自驾游中，不少市民专门
带着方便袋来挖野菜。杏树
底下，很多市民都拿着小铲
子在忙活，荠菜、面条菜、马
生菜等，不一会儿的工夫，市
民马庆芳就挖了一方便袋。

马庆芳告诉记者，她非
常喜欢吃野菜，但是市区里
没有，而超市卖得很贵，质
量也不是太好。今天正好来
到黄家峪玉杏基地，看到杏
树下那么多野菜，她就挖点
带回去让亲戚朋友尝尝，

“但是野菜到底怎么做才有

营养，我也不大懂，得找人
学学才行。”

看到基地里有卖野菜
的村民，马庆芳就走上前去
向村民请教野菜的吃法。村
民张书玉介绍说，荠菜和面
条菜可以过一下热水后，用
蒜和醋调着吃；马生菜既可
以凉拌，也可以做馅饼吃，
非常香。“其实野菜的吃法
很多，无论何种做法，野菜
的营养都不会丧失，不过最
好还是根据个人或者家人
的口味来做。”

本报记者 陈伟

格现场

野菜咋吃有营养

“篷友”向村民请教

▲为了摘到玉杏，很多市民干脆用上梯子。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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