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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春来到 野菜受追捧
市民普遍认为野菜无农药、营养高

隔记 者 王震
隔实习记者 赵兵 报道

本报4月9日讯 “野菜没有
农药，而且营养价值高。”9日早
晨，在古陌早市一位购买荠菜的
市民说。记者在威海市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和市区的早市了解到，
野菜价格普遍高于普通蔬菜，每
斤售价在6元到10元不等，相比较
于其他蔬菜来说，可算得上是“贵
族菜”。无农药、有营养、味道好成
野菜受追捧的原因。

9日早6时许，在古陌早市北
段的蔬菜出售点，记者看到很多

出售蔬菜的摊主都有野菜在售，
但是总量并不多，每家从几斤到几
十斤不等，野菜种类也不少，以荠
菜为主，还有婆婆丁、苦菜等。“荠
菜最近降价了，原来每斤8元，现在
每斤6元了。”出售蔬菜的刘女士介
绍，自己两天来一次早市，野菜都
是自己在羊亭家乡附近的山上挖
了留存的，出售价格虽然高，但是
采摘的量很少。“我今天就带了十
几斤荠菜，和几斤婆婆丁，山上就
荠菜多点，别的野菜都能难找，野
菜卖得很快，荠菜也快过季了，再
不吃就没有了。”张师傅说。

据市场上出售野菜的赵女士

介绍，大棚种植的野菜和山上的
野菜有明显区别，山上的野菜受
阳光照射，菜叶颜色不均匀，而且
根部明显粗壮。大棚里种植的野
菜叶子非常鲜嫩，而且颜色较为
均匀，根部较小。当记者询问市民
为何需爱选购野菜时，多数市民
回答是：“野菜有营养，最重要的
是没有农药，而且包水饺、包子味
道也好。”只有一位天津的市民
说：“野菜虽然好，但是吃多了会
中毒，一天最多吃2两。”

在威海市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荠菜的价格在每斤5元到6元
之间。来自经区南江疃村的于女

士带了两袋子约40斤荠菜来卖，
“这些荠菜都是我从地里挖的，花
了三天时间”，于女士说：“今年春
天气温比较低，荠菜很不好找，所
以价格相比去年同期也贵了1块
钱左右。”长期在批发市场摆摊的
菜贩孙女士近期都会批发上20斤
左右的荠菜，孙女士说：“现在的
人就喜欢吃这种绿色食品，基本
上每天的荠菜都会卖光。”

记者询问了几家卖荠菜的摊
贩，发现目前市场上的荠菜基本
上都是野生荠菜，大棚荠菜不见
踪影。菜贩孙女士说道：“现在市
面上的荠菜基本都是从地里挖

的，没有大棚里的，我们批发时也
不会要大棚里的荠菜。”记者了解
到，因为大棚里的荠菜是随其他
菜一起长起来的，有时会被农药
污染，而且口感也不好，所以在市
面上不受欢迎。

虽然价格一直比较高，但荠
菜还是深受市民喜爱。市民刘女
士选购了2斤荠菜，说：“荠菜是稀
罕品，只能在这个时间段买到新
鲜的。这次买了2斤，准备回家烙
饼吃，然后再存起一点来，等冬天
再吃。”记者了解到，除了烙饼，市
民还会选择包水饺、炒荠菜鸡蛋、
蘸酱等吃法。

一市民今春拒食野菜
曾因多食蛤蟆菜致肝损伤

隔记者 吕修全 报道

本报4月9日讯 又到一年野
菜飘香时，各类时鲜野菜纷纷摆
上菜摊、端上市民餐桌。但今年市
民李先生对新鲜野菜却大摇其
头，因为他曾在去年春季食用蛤
蟆菜过量致肝损伤，住院治疗达
半个月时间。今年，中心城区三大
医院急诊室尚未收治因食用野菜
中毒的市民。急诊医生们均建议
市民野菜不可多食、不宜生食，胃
寒者尤其需要注意。

市民李先生喜食各种野菜，
并且他喜欢将野菜洗净后蘸酱生
吃。去年4月初，李先生一远在乳
山的朋友为其捎带来一大包名为

“结巴子菜(音)”的野菜，即蛤蟆
菜。李先生未曾尝试过蛤蟆菜，朋
友介绍该野菜有清热解毒，凉血
抗癌的疗效。李先生欣然接受。回
家后，李先生挑出一小盆蛤蟆菜，
洗净沥干后蘸酱尝吃，发现其口

感略苦涩，味道还不错，他便一顿
吃光了一小盆蛤蟆菜。

第二天，李先生起床后感觉
有些不适，脸色发黄双颊浮肿。李
先生以为前夜没有休息好，也没
有在意。坚持上了一天班后，李先
生发现自己的脸颊、脖颈乃至胸
脯、肚皮处皮肤均渐渐呈现出黄
绿色，其肝胆部也有疼痛感。到医
院检查后，李先生被确诊为急性
中毒致肝损伤，当即被安排住院
救治。半个月后，李先生才病愈出
院。

后来，送蛤蟆菜给李先生的
朋友知道李先生中毒后，才想起
告知其蛤蟆菜应煮水饮用或用开
水焯过后食用，“也不能一次吃太
多”。李先生哭笑不得，“你早干嘛
不告诉我呢？”

近日，各式野菜纷纷上市。李
先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放弃食用苦菜等野菜。李先生表
示“可不敢再吃了！遭不起罪！”

据百度百科，蛤蟆菜为多年
生，生于向阳山坡、荒地。春季未
抽茎时采挖，除去泥沙杂质，洗净
润透，切段晒干，以备生用。其性
寒，味苦。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
痢等功效。“老威海”毕先生表示，
蛤蟆菜“一般不能多吃的”。

9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市立医
院、市立二院及四〇四医院急诊
科，据值班医生、护士长介绍，今
年尚未收治因食用野菜导致不适
的市民。但医生们提醒市民，野菜
多性寒，不宜多食或生食，有胃寒
等胃病的市民不适宜食用野菜。
此外，野菜多富含草酸，被食用后
易与人类食用的钙质食物反应产
生草酸钙，而草酸钙多为结石的
主要成分。

市立医院急诊内科医生还介
绍了一种情况，即市民食用的野
菜有被除草剂等农药污染，清洗
未净即食用，易引发农药中毒。市
民在选购、采挖野菜时需留个心。

挖野菜、包包子
两社区居民共享“野味”

隔记者 王帅 报道

本报4月9日讯 9日上午，竹岛
办事处富华、望海社区组织20余居民
在望海园附近山上挖野菜，并拌成
馅，包了包子。在整个过程中，很多居
民已由不熟变为朋友，并在辛苦劳动
中尝到了“野味”。

当日上午8点，20余居民带着工
具和塑料袋来到望海园附近的山上
挖荠菜。虽说荠菜不多、个头不大，但
大家仍兴致勃勃“寻宝”。在挖菜过程
中，他们讨论着野菜生长茂盛的地点
及野菜的做法，整个过程充满乐趣。

一个小时后，居民们来到社区办
公室，一拨人把“战利品”洗干净、切
碎、加调料等，并与萝卜、韭菜、虾皮等

一起拌成馅。另一拨人则用玉米面、
豆面等和成面团。准备就绪后，居民
开始包菜粑粑，在他们的巧手下，一
个个黄色的小包子成型。十点钟，菜
粑粑顺利放入锅内蒸煮。在等待食物
熟的间隙，关系已被拉近的居民切磋
起舞技来。当日上午11点，他们品尝
到了美味的野菜大餐。

富华社区居民王爱华说，经常和
老姐妹一起去挖野菜，主要有荠菜、
苦菜、山苜楂、婆婆蒿(音)等，对于不
知名的野菜，一般不会触碰，“不能因
为贪吃而中毒。”而不少年轻人对野
菜不了解，身为七彩阳光—乐哈哈社
区骨干的王爱华说，应多外出走走，
多与邻居交流，参加社区活动，增进
邻里关系。

野菜成“珍馐”

有酒店正筹划“野菜宴”

隔记者 李孟霏 报道

本报4月9日讯 野菜除了是市
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外，也成了餐馆
酒店的招牌菜。8日上午，记者采访了
解到，许多餐饮酒店目前都推出了野
菜食品，并在考虑进一步推出种类更
多、做法考究的“野菜宴”。

在市区一些小餐馆，野菜被摆了
出来，供市民选择，其中大部分以荠
菜和苦菜为主。“在威海，人们春天时
都喜欢吃野菜，反而会放弃一些平常
吃的菜品。”在纪念路的一家麻辣烫
店里，部分野菜成为许多消费者的必
选菜品之一，该店老板也说，他每天
都要卖4-5斤的野菜，售价按照统一
的价格混在各种菜品中过秤后售卖。

此外，市区许多酒店还根据季节
时令变化调整了自己的菜单，纷纷打
出“清淡滋补”的招牌，各种各样的野
菜成了餐桌酒席上的“座上宾”。“沙参
苗炒肉”、“荠菜炒鸡蛋”、“苦菜蘸酱”、

“腌香椿”等等以野菜为原料的菜品，
进入很多餐馆饭店的菜单里。

天外天酒店的厨师长卢彦奎说，
他们现在每天都会派人去农贸市场
还有超市里采购新鲜的野菜，一天要
消化掉10多公斤，“我们目前主要是
以家常菜为主，还是迎合市民的口味
吧，他们更加喜欢清淡一点的菜品。”

而位于统一路的圆楼大酒店也
打出了“野菜牌”。“从4月初开始，
很多市民都到店里要野菜食品，我
们的服务员也会针对这种菜品适时
推销，基本每桌吃饭的客人都会点
吧，至于价格，我们基本按照原菜品
价格50%的毛利进行收取。”圆楼大
酒店的厨师长都江威说，此外随着
野菜的大量上市，他们会考虑适时
地推出“野菜宴”，“包括荠菜、香椿、
蕨菜、苦菜等等，大约凑成十余种
吧，由于要符合市民清淡滋润的口
味，因此做法都会较简单，价位也不
会很高。”

隔记者 李孟霏 报道

本报4月9日讯 野菜味道
鲜美，营养价值高，但喜欢吃野
菜的朋友要注意了，吃野菜是有
禁忌的。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解红
岩介绍，威海市面上常见的野菜
主要有十来种，但无论是哪种野
菜，在食用之前最好先在清水里
浸泡两个小时以上，清洗干净之
后再食用。最好不要在路边、路
边、污水池旁采摘野菜，对于不
认识的野菜更是不要采摘，以防
误食有毒野菜。

解红岩建议，野菜最好采用
蒸、做汤或做馅等方法食用，“像
树上的野菜，像刺嫩芽、榆树钱
等，这类野菜宜蒸吃或做酱吃。

“若是炒着吃，既黏又涩，难以下
咽。”她建议，做好的野菜最好及
时吃，如果放久的话维生素会大
大流失，同时形成亚硝酸盐，对
人体产生有害物质。当然野菜也
不是越苦越好，吃得越多越好，

“多吃容易伤害脾胃，建议每餐
的摄入量控制在二两左右。有肠
胃疾病、易腹泻的人更是要少吃
野菜”。

解红岩还特别叮嘱市民，有
一种叫做“马齿苋”的野菜，孕妇
和刚流过产的妇女不适合食用。

春暖花开，又是野菜端上餐桌时。目前，市场上有大量野菜出售，虽然价格不
菲，但追求绿色健康的市民们还是竞相抢购。野菜怎么吃才健康？这是很多市民的
普遍疑问。就此，记者采访了公共营养师、医生，为市民解疑答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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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们凑在一起包野菜包子 记者 王帅 摄

市民在早市
上选购野菜。
记者 王震
实习记者 赵
兵 摄

▲市民在早市上选购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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