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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关注
日本鹰与广场舞相伴，公园藏着罕见拉步甲……

上海首次进行全面生物多样性调查

5月 27 日是复旦大学 120 周年校庆日。
国年路政肃路路口，复旦大学南苑餐厅所在
大楼的底楼，一处文化与烟火交织的社区公
共空间———“食书集”也将在这一天迎来正
式营业，为复旦南区带来“满屋书香，半间烟
火”。
记者发现，“食书集”面朝国年路一侧，

挂着“杨浦区睦邻社区长者食堂”的标牌。朝
向政肃路的一侧，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许多书
架。不少路人都在猜测，这里究竟是餐厅还是
书店？事实上，这里是大隐书局全国首家跨界
文化空间。上海大隐书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军介绍说：“我们希望将食书集打造成‘满屋
书香，半间烟火’的文化消费新场景，确立一
个更都市化、更年轻、更时尚的文化阅读品
牌。”

餐厅中叠加“传记图书馆”，
书籍每季度更新 2500种

记者了解到，位于政肃路 63 号的“食书
集”，由复旦大学南苑餐厅一楼更新而来。复
旦大学南苑餐厅与国年菜市场在同一处大楼
内，一年前的 2024 年 6 月，网传“国年菜市
场沿街店铺要搬”，记者曾专程来到国年菜市
场，看到公告上说要腾退 5家一楼沿街的小
商户（不包括菜市场本身），并计划对大楼进
行改造。
5 月 24 日傍晚，记者在国年路政肃路

路口看到，位于大楼国年路一侧的阳普国

年菜市场仍在正常营业，国年路政肃路转角
处的区域则焕然一新，全新亮相的 “食书
集”正在进行压力测试，将于 5 月 27 日正式
开放。
走进“食书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排排错落的书架。原来，“食书集”颇有巧
思地在餐厅氛围中叠加了“传记图书馆”，近
2000 种世界名人传记陈列其间，从科学家爱
因斯坦到作家张爱玲，从企业家乔布斯到艺
术家草间弥生……这些跨越时空、学科与领
域的人物故事被精心选品、分类展示。
书架旁设有开放式阅读区，木质长桌与

暖黄灯光相映。顾客可在此边用餐边阅读，或
点一杯茶饮，静享读书时光。据悉，这里的书
籍每季度更新 2500 种，全年更新近万种，确

保“常读常新”。

中式圆桌、简约吧台、卡座分区……
65岁以上老人可享专属折扣

杨浦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全新亮相的“食书集”充分考虑
到空间规划合理性、社区街区整合性以及产
业发展适合性等，希望这里在兼顾高校师生
的生活习惯的基础上，打造成以社区食堂、传
记图书、文创合集为核心，融餐饮、阅读与文
化活动于一体的社区公共空间。
餐饮区域的设计兼顾功能与美感，除了

长者们偏爱的中式圆桌，还有简约吧台以及
适合家庭的卡座分区，玻璃窗外树影婆娑、街

景一览无余，烟火味与书卷气在此交融。
记者获悉，“食书集”正式开放后，营业

时间为每天 9点至 21点。这里的菜品定价遵
循政府惠民标准，65 岁以上老人可享专属折
扣，属于“长者友好型”。这里不仅有传统的
社区餐饮服务功能，今后还会举办许多对社
会全面开放的文化活动。
未来，“食书集”还将安排夜间校园民谣

的演出，让空间激发出更多文化动能和年轻
活力，为市民、复旦师生、周边居民、城市夜归
人点亮一盏温暖的灯。

文/晨报记者 何雅君

杨浦区融媒体中心 周梦真

图/杨浦区融媒体中心 宇文昊

树下，阿姨们在跳广场舞，树上，停着一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日本鹰，似乎完全不
受“音乐”影响；西岸自然艺术公园里藏着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拉步甲，其发现源自普通市
民的随手拍……在上海首次全面生物多样
性调查中，中心城区的徐汇区也有不少惊喜
发现。

日本鹰、拉步甲……
中心城区徐汇也有生物新发现

说起生物多样性，很多人可能率先想到
的是崇明、青浦、松江等郊区，但在此次调查
中，包括徐汇等区在内，中心城区也有不少生
物新发现。
上海师范大学调查团队成员彭中老师介

绍，此次生物多样性调查包括陆生生物调查
和水生生物调查两大类，陆生生物调查了植
物、大型真菌、鸟类、兽类、昆虫和两栖爬行动
物，水生生物调查了水生维管植物、鱼类、浮
游动植物和底栖无脊椎动物，发现了一些国
家重点保护动植物以及上海新记录，有不少
有趣的调查故事。
“那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日本鹰鸮就停

在阿姨们跳广场舞的树上方，似乎没有受到
声音的多大干扰。”彭中告诉记者，他们在康
健街道发现了这只迁徙途中的日本鹰鸮，而
且停留了数日，推测是那里有食物来源，所以
它和广场舞阿姨“同框”，听了几天的音乐。
这只日本鹰鸮是此次徐汇区生物多样性

调查中发现的 9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之一，
其他 8种包括大凤头燕鸥、白斑军舰鸟、仙八
色鸫、红喉歌鸲、凤头鹰、凤头蜂鹰、画眉和红
隼，整个鸟类调查共记录到 127种。
值得一提的是，红隼近年来在徐汇的目

击频率稳步上升。作为一种小型猛禽，红隼处

于鸟类食物链顶端，对维持生态平衡有重要
意义。
除了国家重点保护级别的鸟类，在昆虫

调查中，也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拉步甲。
这种小甲虫的发现源于普通市民的随手拍。
“一位参与调查的昆虫爱好者在社交平

台发现了市民上传的拉步甲照片，当然，他不
知道这是国家保护动物，可能只是觉得小虫
子很特别，就随手拍了一张。我们和这位市民
取得了联系，然后对照照片和市民描述，在西
岸自然艺术公园找到了拉步甲的小家族。”彭
中介绍，虽然西岸自然艺术公园是新改造完
成的，但其前身华泾公园已经有相当长的历
史，具备拉步甲生存的环境要求，在公园改造
过程中，也正好没有对它所处的环境进行大
改造。
据了解，随着栖息地改变和人类活动影

响，拉步甲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现在可能仅

存在于零散的一些较小空间内，生活着一个
个小种群。
除了拉步甲，徐汇区在此次调查中还发

现了峨眉褶翅蠊、栀子多翼蛾、玉米毛蚁等 6
种上海昆虫新记录，而整个记录到的昆虫为
303种。
市区少见的黑眉锦蛇的发现也是此次调

查中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它出现在上师大的
校园内，钻进笼子，吃了一位老师饲养的小白
鼠，结果逃不出来了，就此被发现。

黑眉锦蛇多种珍稀龟被放生，
放生及流浪猫问题需引起重视

在两栖爬行动物调查中，也发现了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不过，它们都来自于市民放
生。
彭中介绍，在调查记录到的 15种两栖爬

行动物中，有 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中
华草龟和中华花龟，都生活在徐家汇公园的
水塘中，推测为市民放生。
此外，还有美洲牛蛙、红耳彩龟、纳氏伪

龟、钻纹龟、锦龟、拟地图龟这 6种外来物种，
龟类基本都是市民放生在水体中的。
除了放生问题，流浪猫狗的问题也需引

起重视。调查发现，但凡流浪猫较多的地方，
东北刺猬、黄鼬等其他兽类就会较少。
在鱼类调查中，发现蒲汇塘的鱼类多样

性最高，龙华港最低。食蚊鱼、高体鳑鲏很多。
其中，高体鳑鲏的卵必须产于河底蚌类的鳃
瓣中，它们的数量增多意味着徐汇区水鱼蚌
类丰富度较高，也是区内整个淡水生态系统
趋于健康的重要标志。不过，外来入侵鱼种食
蚊鱼、外来入侵物种福寿螺需引起重视。

人人都是“公民科学家”，
人人都是生态守护者

此次生物多样性调查中的一些重要发现
来自于市民中的动植物爱好者，甚至普通市
民，所以，人人都是“公民科学家”，在目前的
一些生物调查中，也越来越注重发挥民间的
力量。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都是生态守护者。
在 5 月 22 日举行的徐汇区生物多样性

宣传活动中，徐汇区生态环境局通过多种形
式，彰显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承诺，组织
了三支队伍，深入上海植物园温室与草药园，
通过完成寻找濒危植物、辨识药用植物等任
务，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生物多样性的魅力。
上海植物园的员工、上海师范大学的师

生以及长桥街道的居民们还签署承诺，不投
喂动物、不放生、不触摸野生动物，让野生动
物自在生活。

文/晨报记者 郁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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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热传的“国年菜市场沿街店铺要搬”，后续来了

全新亮相的时尚空间，是餐厅还是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