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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网友晒出捡拾的
野生菌，并附上成都周边的“打
野”攻略。不少攻略走红后，帖
子里的讨论也炸开了锅，有人
说野生菌可能有毒，不建议自
行采食；也有网友表示，自己采
的更新鲜。

对此，四川省食用菌创新
团队岗位专家、成都市农林科
学院高级农艺师李昕竺提醒，
不要随意采食野生菌，一般人
不容易分辨有毒或者无毒，而
且食用野生菌一定要煮熟。

有毒或者无毒
难以用肉眼直接分辨

在网络平台，不少网友发
布了成都附近“捡菌子”攻略，
其中有的帖子下有上百人留
言，并交流采摘野生菌的地点
和种类。

6月11日，记者将网友发布
的一些分辨野生菌种类的图片
发给李昕竺。“网上这些命名以
及分辨方法不准确。”她说，野
生菌一般春季、夏季和秋季都
有，即使是有一定相关知识的
人，也不容易用肉眼直接分辨
有毒或者无毒。平时看到野生
菌，不要随意去采食。如果想
要食用野生菌，一定要去市场
买，千万不要自己采食，以免误
食后造成意外。“有些菌长得很
相似，比如灰花纹鹅膏菌和鸡枞
菌，但是灰花纹鹅膏菌有剧毒，
人如果误食可能导致死亡。”

她介绍，误食野生菌中毒
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是肠毒性
的，会造成腹痛、肠道出血、便
血等症状；一种是神经致幻性
的，会让人产生幻觉；最怕的就
是肝毒性、肾毒性的，稍微抢救
不及时就可能危及生命。

生吃菌类有风险
食用野生菌务必煮熟

可食用的野生菌种类很
多，做法也多种多样，比如有人
认为松露和松茸可以生吃，这
样安全吗？“菌类都不建议生

吃，一定要煮熟后食用，尽量烹
饪时间长一些。”李昕竺说，就
算是可食用的菌类，生吃也有
食物中毒的风险，可能造成轻
微腹泻等症状。

她介绍，有些菌类虽然可
以食用，但仍有毒性，如牛肝菌
等就必须长时间烹饪，如果烹
饪时间不够，食用后仍可能有中
毒风险。另外如市场上常见的
鸡腿菇，如果烹饪时间短，而且
食用时还在喝酒的话，也容易引
起个别轻微中毒的现象。

李昕竺还提醒，新鲜的食
用菌最好当天食用完，如果一
次不能吃完，一定要放在冰箱
保存，但最好不要超过三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6月10日，四川盆地已有13
个站点打破6月最高气温纪
录。这样的“热度”还会持续，
甚至还会升级。

6月11日10时，成都市气象
台更新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为高
温红色预警信号，这是成都今年
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是成
都市气象台历史上发布得最早
的一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记者从成都市气象台了解
到，预计成都市武侯区、锦江
区、青羊区、成华区、金牛区、高
新南区、高新西区和青白江区
的所有镇(街道)未来24小时内
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
上，东部新区的大部分镇(街道)
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
40摄氏度以上，高温时段主要
出现在12时至19时。预计未来
一周成都高温持续。

截至11日，成都金堂、新
都、龙泉驿、双流、天府新区已
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彭州、

邛崃、郫都、蒲江、温江、都江
堰、崇州、大邑、新津、简阳已发
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成都
市气象局提醒有关部门做好防
暑降温应急工作；注意公共环
境卫生和食品卫生；加强防火，
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和电
线、变压器等设施电力负载过
大而引发的火灾，确保电力设
施安全；午后高温时段避免户
外活动；防暑降温，对老弱病幼
人群采取保护措施。

此外，德阳、乐山多地也已
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
色。这是最高等级的预警信号。

未来几天，四川不少地方
都可能热出6月新高，甚至可能
出现连破纪录的情况。除了14
日有弱冷空气入川造成局部雷
阵雨外，一直到17日，四川盆地
都少雨高温。15日至17日的热
度可能还会强于目前这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种李子已有十年了，还是第一
次遇到如此严重的冰雹灾害，5亩多
李子基本上绝收了。”11日午后，气温
升到30多摄氏度，周维明站在受损的
李子园里，无奈地对记者说。

现场，成片的李子被打落在地，
不少树枝被大风刮断。在一些背阴
处，还有不少未融化的冰雹。

记者走访发现，此次冰雹灾害影
响范围不大，主要集中在关公镇，但
破坏力强。

在受灾严重的区域，玉米、高粱
秸秆大面积倒伏，没有倒伏的，叶片

被撕成条状；农户房屋周边的蔬菜叶
片，也被冰雹打碎，四季豆、黄瓜、南
瓜、茄子等蔬菜变得面目全非。稻田
里，栽种不久的秧苗被砸倒、砸伤，杂
乱地浸泡在水中。

关公镇党委书记程林介绍，初步
统计，全镇受灾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
物面积数千亩，主要集中在永定社
区、风华村、西南村等区域。其中，永
定社区受灾尤为严重，农作物受灾面
积达1600多亩。值得庆幸的是，房屋
受损情况总体不算严重，也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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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傍晚6时
许，巴中市恩阳区关公
镇遭遇持续一个多小
时的强冰雹袭击，整个
过程还伴随有阵性大
风和强降雨。此次灾
害性天气导致该镇大
面积农作物严重受损，
部分区域几近绝收。

“持续时间这么长
的冰雹，我还是第一次
遇到。”关公镇骆动山
村村民周维明告诉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直到6月11日中午，
他家李子园里还堆积有
没化完的冰雹。事发
后，当地党委政府迅速
开展灾情统计，研究制
定灾后自救、保险理赔、
政府补偿等措施。

灾情发生后，关公镇党委政府迅
速启动应急响应。6月10日傍晚，当
地以“线下+线上”的方式召开紧急
会议，要求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排查
地灾安全隐患，及时转移高风险区域
的群众。11日下午，镇政府再次召
集全镇村社干部在天官社区召开会
议，专题研究部署灾情统计和灾后处
置工作。

针对确认绝收的庄稼，镇政府将
组织村民进行收割，并统一粉碎加工
成青储饲料。当地养牛场将按照政
府指导价每斤0.25元上门收购，以减
少村民损失，实现资源再利用。

与此同时，政府动员受灾村民尽

快清理受损农田，腾出土地进行补
种。镇政府将免费发放晚熟玉米、大
豆种子，支持村民抢抓农时，力争挽
回部分损失。为加快进度，镇政府还
将依托新成立的“助耕会”，动员两个
农机合作社提供义务帮助，协助农民
进行土地翻耕和播种。

11日下午，关公镇所有党员干部
全部深入村社，按照会议安排全面铺
开灾后处置工作。

风华村村民陈女士告诉记者，原
本以为2亩多玉米全部打了水漂，没
想到还能做青储饲料，“不管怎么样，
能捡一点算一点嘛。政府考虑得周
到，我们还是有想头的。”

为减轻受灾农户负担，当地政
府制定了分层帮扶措施。对于购买
了农业保险的受灾农户，政府将积
极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推动开通理
赔绿色通道，加快理赔进程。针对
因灾绝收且经济困难的未投保农
户，政府将组织力量进行摸底登记，
协助其申请受灾补贴，确保基本生
活不受影响。

程林告诉记者，当前核心任务是
准确核实灾情，高效落实各项救灾措
施，包括青储饲料加工收购、补种改
种工作的推进。保险理赔和困难帮
扶政策，也必须及时落实到位。争取
十天之内完成灾后处置工作，把灾害
损失降到最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
业 罗轩摄影报道

现场探访：冰雹致大面积农作物受损

生产自救：青储利用与抢时补种并举

保障帮扶：保险理赔与困难补贴并行

成都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
最高气温可达40℃以上，未来一周高温持续

成都野生菌“打野”攻略走红，专家提醒：

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菌，误食或致命

网友发布的“打野”攻略。

遭遇强冰雹袭击后，巴中恩阳区关公镇骆动山村村民周维明家李子园里，未成熟的李子掉落一地。

成片的玉米被冰雹砸倒。

到第二天仍未融化的冰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