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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节气，淮南舜耕山麓的洋槐花开了，一

串串洁白的花朵散发出浓郁的清香。在民间，蒸槐

花也是一道特别的野菜，这是春天的礼物。殊不

知，有人为贪图槐花，方便采摘，竟把洋槐树干折

断。新发的洋槐花被捋得一干二净，残枝断叶让路

过看到的人直呼不该。

图片摄于舜耕山环山路大通林场处。

本报记者 张雪峰 摄

阳春时节，淮南舜耕山

麓的洋槐花开了，清香宜

人。由于民间有着蒸槐花

食用来“尝鲜”的传统，小小

洋槐花吸引了不少人采

摘。而舜耕山环山路上，竟

有人为摘洋槐花而不惜把

树枝折断，新发的洋槐花被

捋得一干二净，残枝断叶让

路人唏嘘不已。

采嫩叶、花苞，尝“春

鲜”，由物资匮乏时代不得

已的果腹之举，到今天反成

美味、享受绿色纯天然的舌

尖之乐。人们的需求似乎

有着一些传统的重温和时

尚的体验。尽管如此，我们

不能只顾着味蕾享受和口

腹之欲，采花摘叶甚至于折

枝断木、一网打尽，不仅是

对自然环境、公共绿化的破

坏，让草木生灵“受伤”，大

煞风景，蹙眉恼心，更与文

明城市形象与文明市民素

质格格不入。

不仅如此，类似的画面

我们似乎并不陌生。道路

边、公园里，榆树叶子绿了，

有人攀折采摘，破坏植被；

小区里的银杏树结果、石榴

树挂籽，有人也顾不得是否

成熟便挥杆去打、踮脚去

摘，惹得旁人侧目；桃林

里、樱树下，也有人使劲

儿摇动树枝，制造一场纷

飞花雨，以迎合拍摄、渲染

美丽心情……你尝鲜了，高

兴了，却让自然草木哭泣，

你的“得意”也终成众矢之

的。

况且自然中的“美味”

往往不一定安全。专业人

士提醒，有些环境里的树木

有可能被喷洒了农药，如果

任意采摘，食用后会对人体

造成一定伤害；长在路边的

树木、花叶受到汽车尾气等

污染，存在有害物质，亦不

利于人们食用。建议相关

部门开展巡查，对过度采

摘、破坏草木的行为进行劝

阻甚至处罚，也建议有关农

户看准商机，采摘自家种植

的无污染“树鲜”供给消费

者，让大家既饱了口福，又

不破坏树木，岂不美哉！

因贪槐花 折断树干

享美味，不应让草木“受伤”
万 翔

暮春时节，从洞山宾馆门口拾级而上，

在东面的树林中，会看到一棵棵挂满紫红

色风铃样的红槐花，因为色彩特别，吸引无

数市民驻足。

说起槐花，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恐怕

都是白色的，殊不知还有一种槐树，它的花

是紫红色的，即眼前的红槐。此树又名红

花刺槐、毛洋槐，树冠浓密，绿荫如盖，花色

艳丽且芳香四溢，常被栽种于疏林、草坪、

公园、高速公路以及城市主干道两侧。其

花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有清热解毒、泄内

热、抗过敏、行气解郁和血散淤等功效。有

人会问，红槐花跟洋槐花有亲缘关系，可以

食用吗？目前网上说法不一。安全起见，

咱们不谈食花，静静赏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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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风一夜至 红槐十里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