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春天，都市里的年轻人在周末活动清单上新添了一项特“潮”的选择——挖野菜。曾经被视为“老年专
属”的挖野菜活动，如今被社交平台重新包装后，成了年轻人眼中具有“自然疗愈”和“社交打卡”属性的时尚活
动。他们手握“野菜图鉴”，结伴“扫荡”公园、绿地，甚至催生了“挖野菜搭子”和付费亲子体验班。不过专家提
醒：野菜未必安全，盲目跟风可能让这场田园梦变成健康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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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宏阳）“以前‘进站堵’，
现在改走这条新路线后，通行距离缩短了大
约两公里。别看这条专行道只有约百米长，
它可让进站时间直接减少了十多分钟。”一
位 665 路公交驾驶员点赞道。近日，随着洋
桥南滨河路封闭路段正式恢复通行，南三环
进北京南站的“最后一公里”开辟了公交专
行道，进站私家车、公交车得以实现分流，缓
解了北京南站路西段的交通拥堵。

作为首都重要交通枢纽，北京南站日均
到发旅客超 20 万人次，承载着交通运输大
动脉的作用。然而，从南三环辅路到北京南
站路的“最后一公里”却长期被司机们戏称
患有交通“血栓”。

时针拨回到一个月前，每天晚高峰，北
京南站路西段就像被按了“慢放键”——由
于出租车运力过载，候客的出租车队伍顺着
北京南站路西段唯一的进站道路，一直排到
了南三环辅路上，严重拥堵让行驶在此路段
的公交车经常晚点，接送站的私家车也饱受
堵车困扰。

长期以来，旅客、司机和附近居民一直
盼望着北京南站路交通状况能有所改善。
自去年南站地区交通流线优化任务立项以
来，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办多次邀请市区
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单位开展实地调研，研
究解题方案。

随着北京南站路重新调整地下停车场
西南入口的交通流线，治疗“血栓”终于有
了条件，“大车走滨河道、小车走南站路”
的分流疏解方案得到各单位的一致认可，
各方决定，恢复通行此前封闭的洋桥南滨
河路并设置公交专行道。

为 了 打 通 新 流 线 ，今 年 年 初 开 始 ，一
场多部门联动的“会战”拉开序幕。市重
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办成立攻坚专班，携手
市、区交通委，市、区交管部门，丰台区城
管委和西罗园街道等单位，迅速完成车辆
清退、路面修整、标线施划、探头安装等系
列工作，为线路开通保驾护航。公交集团
加紧研究制定公交改线方案，加速完成方
案审批和对外公示。同时，市交通委、市
文旅局也对旅游大巴车的线路调整做广
泛宣传。

“每个环节都在抢时间。”市重点站区
管委会南站办主要负责人指着墙上的进
度 表 说 ，“1 月 8 日 完 成 地 面 修 复 ，1 月 19
日完成公交专用道标线施划、标牌设置，4
月 8 日公交集团对外公示征求市民意见，4
月 16 日正式通车——所有节点精确到日。”

4 月 16 日 起 ，改 线 后 的 665 路 公 交 车
和大巴车可通过专行道直达北京南站南
广场，旅客们不必再担心搭乘公交车到南
站会因“最后一公里”的拥堵而误点。

“五一”长假火车票开售 北京至长沙武汉西安成都难买

热门旅游目的地首日车票秒光
本报讯（记者 胡子傲）今年“五一”假期为5月1日至5日共

5天，昨天，五一假期首日车票开售，早8点，北京西站、北京丰台
站率先开票，记者登录 12306查询 5月 1日车票发现，北京到郑
州、太原、石家庄等方向的中短途行程，开票几分钟就只剩“无座
票”，长沙、武汉、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热门车次车票也

“秒光”。
铁路部门提示，假期旅客出行高度集中，局部地区和时段可

能出现需求“扎堆”情况，旅客朋友可选择购买非紧张时段车票，
或通过候补购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购票出行。

西站、丰台站的列车以京广、京九方向为主。开票10分钟，
西站始发开往郑州方向的列车就只有零星几趟车还能买到无座
票；从西站始发开往武汉方向的列车也基本售罄，一些热门车次
连“候补”也变成了灰色。开票10分钟后，5月1日上午或中午从
西站开往长沙的近20趟高铁、动车车票都已卖完，只能买到5月
1日下午去长沙的票。

开票 20分钟，从西站前往西安、长沙、成都、广州等热门旅
游地的列车已少有余票。一些热门方向热门车次的车票出现

“秒光”“开售即候补”的情况。例如，5月1日上午8点26分从西
站开往成都东的G1591列车，记者提前完成了该车次的“购票信
息预填”。经过实时车票开售倒计时的等待，8点整，这一车次的
车票“秒售罄”，记者只能到“候补购票”的队伍里等待。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北京7大火车站火车票起售时间不同，
旅客需根据自己购票的车站查询购票具体时间，提前做好准
备。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8时起售；北京站和北京朝阳站10时
起售；北京北站 12时起售；北京南站 12时 30分起售；清河站 16
时起售。

对于热门线路和热门车次，预填车票信息之后，依然可能买
不到车票，这时应立即添加候补订单。每个用户同时可以保有6
个待兑现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选择3个乘车日期。

4月16日，铁路12306发售4月30日即“五一”假期前一日车
票，由于用户访问量激增，上午 9时起系统瞬时访问量骤增、出
现繁忙预警，技术团队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保障系统平稳运
行，及时消除了12306手机客户端短暂延迟现象。

此外，出京旅客也需记得提前购买返程车票。4月 20日可
购买5月4日的火车票，4月21日可购买5月5日的火车票。

铁路部门提示，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面向
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从未授权任何第三
方平台发售火车票和办理火车票相关业务。

●现象
年轻人结伴挖野菜

4 月初，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草地上，
一群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蹲在草丛间。他们手
持小铲和篮子，拨开草丛，不时拿出手机里的

“野菜图鉴”比对甄别。“这棵个头儿可真大！
这是蒲公英吗？它的叶子看起来不太像……”
一个小伙子成功挖出一棵野菜，赶忙呼唤旁边
的朋友一起来辨认。同行的几人纷纷掏出手
机，打开不同的识别软件，竟然得出了 4 种不
同的结果：野莴苣、蒲公英、苦苣菜、还阳参。

“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啊？”几个人一头雾水
地商量着。

“这是苦菜，吃起来带点儿苦味。”一位大
妈手提塑料袋，一边动作娴熟地挖着野菜，一
边给出了答案。让大妈觉得有意思的是：“以
前挖野菜的都是老头儿老太太，现在倒好，年
轻人比我们还积极，也不管认不认识。”

在公园内几处长有野菜的“热门点位”，放
眼望去几乎都被年轻人“占领”了。“我们组建
了‘北京挖野菜群’，群里有 70 多人。大家会
分享挖野菜的点位，哪儿野菜多，我们就去哪
儿‘打野’。”正在挖野菜的李女士说，“现在年
轻人压力大，挖野菜既能接触自然，又能认识
新朋友。上周我们在温榆河边收获颇丰，我还
用挖的野菜包了一顿饺子呢。”

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场景并非个例。
在社交平台上，“挖野菜”已成为热门话题。
某社交平台显示，近一个月跟“挖野菜”相关
的笔记量激增，用户自发分享“城市野菜地
图”“挖野菜攻略”，贴心地标注了公园、河
岸、绿地、菜地的位置图，甚至还详细列出了
最佳采摘时间。年轻人结伴挖野菜、拍照打
卡、分享“野菜美食”教程，让“挖野菜”这项
活动意外走红。

在金泽路附近一处新开放的公园里，一片
绿地里栽种的紫花地丁正开着淡紫色的小花，
远远望去像铺了一层梦幻的地毯。然而走近
一看，这片花海已被踩得七零八落——三三两
两的年轻人蹲在花丛中，鞋底踩着花瓣，翻找
着荠菜和蒲公英的踪影。

“这儿有好多蒲公英！快过来挖！”一个姑
娘兴奋地招呼着同伴，手里的铲子顺势插进土
里，连根撬起一株蒲公英，连带掀翻了周围的
紫花地丁。她的脚下已经踩出一小片光秃秃
的泥地，裸露的草根和散落的花瓣混在一起。
绿地上，新翻的土坑像疮疤一样，有些坑洞周
围还散落着挖断的草根。

本报社会观察
呼朋唤友成群结伙 老的刚走小的又来

公园湿地“野菜杀手”呈现年轻化
本报记者 褚英硕

相关
新闻 北京南站这段“血栓”通了

本报讯（记者 骆倩雯）近日，
本市杨柳飞絮第二个高发期预报
发出。记者了解到，4月中旬以五
环内毛白杨飞絮为主的第一个高
发期基本结束，杨柳飞絮即将进
入第二个高发期。预计 5 月 2 日
前六环内垂柳、旱柳、欧美杨、青
杨等逐步开始飞絮。

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今年
杨柳飞絮自清明节期间开始，4月
中旬以五环内毛白杨飞絮为主的
第一个高发期基本结束。从 4月
中旬以来，京城气温进一步回升，
垂柳、旱柳、欧美杨、青杨等逐步
开始飞絮，杨柳飞絮即将进入第
二个高发期。不过全市范围内不
同区域因气候条件差异，飞絮高
发期呈现小幅差异，其中六环内
区域高发时间预计在4月17日至

5 月 2 日，密云、怀柔等浅山区预
计在4月19日至5月4日，延庆等
山区预计在4月21日至5月6日。

记者了解到，在第二个高发
期期间，主要飞絮树种也不同，六
环内区域及浅山区为旱柳、垂柳、
青杨、欧美杨；延庆等山区飞絮前
期为毛白杨，后期为旱柳、垂柳、
青杨、欧美杨。

杨柳飞絮是大自然的现象。
杨柳树具有改善生态环境、除燥
固尘、降温增湿、显著抗大气污染
的生态作用。比如一株胸径20厘
米的柳树，一年可以吸收281公斤
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开普通小轿
车行驶1570公里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目前杨柳树的森林蓄积量占
全市总蓄积量的42.2%，是北京乡
土树木中名副其实的“王者”。

杨柳飞絮进入第二个高发期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10055
个创业项目、13150 名全球人才、
139 个国家和地区……HICOOL
2025全球创业大赛组委会昨天公
布今年报名数据，大赛报名项目
数量、参赛人数双双“破万”，均同
比增长36%，再创历史新高。

作为创业领域的标杆赛事，
HICOOL全球创业大赛正触发着
全球创业者的参与热情。从2020
年首届大赛的 2026个项目，到今
年的10055个项目，连续六年报名
数量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全球
创业者通过HICOOL齐聚北京，
开启创业旅程。数据显示，今年
HICOOL全球创业大赛赛道由 7
个扩展至12个。其中，集成电路、
量子信息、5G/6G 等子赛道升级
为一级赛道。以集成电路赛道为
例，参赛项目数量同比增长107%。

今年大赛报名项目来自全球
139 个国家和地区，较去年（124
个）增长 12%。覆盖中国大陆、亚
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
洋洲等全球七大赛区，吸引 5588
个海外项目报名，占项目总数的
56%，与去年同比增长19%。3886

名外籍人才，占报名总人数的
30%，同比增长 21%；报名者毕业
院校涵盖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
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

赛程安排方面，初赛将于5至
6月在北京、中国香港、新加坡三
地同步拉开帷幕。未来数月，来
自全球的创业项目将在HICOOL
大赛的舞台上竞展风采，历经初
评、初赛、复赛、决赛层层角逐，诞
生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胜
奖共计200个获奖名额。

据了解，HICOOL 品牌创立
于 2020年，是由北京海外高层次
人才协会作为主办方的一站式创
业生态平台，依托大赛、峰会、生
态建设等模式，夯实人才的挖掘、
引入、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以
科技赋能创业，用价值驱动创
新。截至目前，HICOOL 已累计
培育孵化出 157 家专精特新企
业、16家独角兽企业，154个获奖
项目赛后新融资额超 446亿元人
民币，成为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的
新动力。

本报讯（记 者 孙 宏 阳 李
博）记者从首发集团获悉，为配
合东六环改造工程开通试运营，
原东六环常屯收费站、小圣庙收
费站将于 4 月 20 日 0 时起关闭。
驾驶员可通过高德、百度等导航
软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免
不必要绕行。原来由常屯、小圣
庙收费站进入东六环的车辆可
通过通怀路、通运路、潞苑北大
街、潞邑东路等路线，从最近的
潞苑北街收费站、土桥收费站进
入东六环。详情可拨打 96011服
务热线咨询。

同时，配合东六环改造工程
开通试运营，重型载货汽车和运
载危险化学品车辆的通行也有调
整。根据《关于东六环（小庞各庄
桥—施园桥路段）双向禁止部分
车辆通行的通告》，为保障东六环

地下隧道交通安全畅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自东六环地下隧道开通之
日起，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和
运载危险化学品车辆进入东六环
小庞各庄桥至施园桥路段通行。

另外，根据此前发布的《关于
对部分载货汽车采取通行管理措
施的通告》，自 4月 20 日起，北京
全市域对过境重型载货汽车实施
禁行措施。过境北京重型载货汽
车是指从京外驶入北京市行政区
域内，且目的地不在北京市行政
区域内的总质量大于等于 12 吨
的载货汽车。该政策设置了过渡
期，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0日
至2025年10月20日。过渡期内，
对于违反规定进入禁限行区域行
驶的重型过境载货汽车进行违法
提示，不进行处罚。

东六环隧道即将开通试运营

周日起东六环常屯、小圣庙收费站关闭

本报讯（记者 张楠）为了优
化本市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让
患者尽早获益，记者从市药监局
了解到，本市药品补充申请审评
审批时限缩短超70%。

一直以来，我国都对药品实
施严格的注册管理。其中，国家
药监局负责药品注册申请、仿制
药一致性评价以及包括药品处方
工艺等重大变更在内的补充申请
审评审批，而省级药监部门则负
责药品上市后中等变更备案等工
作。记者了解到，药品补充申请
的审评审批时限一般为 200个工
作日。为进一步压缩审评审批时
限，国家药监局在有能力、有条件
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开展试点，
审评时限由 200个工作日调整为
60个工作日。经国家药监局批复
同意，北京成为全国首批改革试
点省市之一。

通过开展药品补充申请改革
试点，市药监局能够为辖区内药
品上市后重大变更提供前置指
导、核查、检验及立卷服务，在程
序不减、标准不降的前提下，大幅
缩短补充申请的审评审批用时，
促进提升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
让患者尽早获益。

作为此次新政的受益人企
业，华润双鹤药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公司研发的儿童用药小儿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9AA-Ⅰ）仅
用 19 个工作日就高效完成了前
置服务以及审评审批的全部流
程，大大加速了药品研发成果转
化，全面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我们研发的盐酸二甲双胍
缓释片纳入试点品种后，在市药
监局全程指导下，仅用 26个工作
日就完成了前置立卷、核查、抽样
检验及审评审批。”悦康药业相关
负责人表示，审评时限较之前大
幅缩短。

记者从市药监局了解到，“深
化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试点”
为《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2025 年）》的政策
红利之一。截至目前，本市已接
收试点品种 14件，完成前置服务
5件，正式获批 2件。首批落地品
种包括集采、儿童用药等亟待实
施上市后变更的重点品种，变更
分类涵盖变更生产场地、生产批
量、生产工艺、注册标准及原辅包
等多种重大变更及变更组合，审
评审批时限大幅缩短，有效促进
本市药品审评审批提质增效。

赋能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全球13150位创业者齐聚HICOOL

由200个工作日调整为60个工作日

本市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时限缩短超70%

●溯源
释放压力结交朋友

29 岁的张蕊是专程从西城开车来挖野菜
的。“上周连续加班到凌晨，身心俱疲，挖野菜就
是想接触自然，放松放松。”张蕊猫着腰在草地
上搜寻着野菜的踪影：“这种专注寻找的过程特
别解压，就像一场治愈系户外瑜伽，让人暂时忘
却了烦恼和疲惫。”

“挖野菜比露营省钱多了！”27岁的小林也
参与到了这场挖野菜的热潮中。他铲起一株
蒲公英，抖掉根部的泥土，装进了身旁的袋子
里，袋里的“战利品”已经接近半袋子了。他指
着不远处树林间的露营区说：“一套露营装备
置办下来，起码要好几百元；可挖野菜是免费
的，晚上还能加个餐。而且野菜是纯天然的，
吃起来更健康。”

年轻人爱挖野菜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他们
对低成本、高体验感生活方式的追求。一把小
铲子就能开启的“野菜自由”，成了他们亲近自
然的“低成本解压方式”。

不仅如此，这股挖野菜风潮还成了年轻人
独特的社交方式。“找挖野菜搭子，我出车，自带
工具。”90后的张女士把这条消息发到社交平台
后，收到了30多条私信。上周日，她带着两名通
过网络结识的陌生人，到大兴的郊野完成了一
次“社交实验”：“挖菜时，大家自然会交流‘这个
能不能吃’之类的话题，氛围轻松愉悦，比相亲
局上尬聊自在多了，大家很容易就熟络了。”

在平谷区安固村，桃园主人孙茹同样紧跟
潮流，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大方地开放了自家果
园，邀请网友们来挖野菜。“我就是盼着能多结
识些朋友，挖野菜可以成为大家交流连接的纽
带。”孙茹分享自己发帖的初衷。自帖子发布以
来，已有十多个家庭从“线上”来到她家果园“奔
现”，果园也因挖野菜活动变得格外热闹。

游女士带着两名正读高中的孩子，特意来
到孙茹的果园。他们既体验了挖野菜的乐趣，
也干起了农活儿。“带孩子们出来，就是想让他
们放松放松心情，晒晒太阳，释放一下学习压
力。只有真正走进大自然，让大脑放空，才是实
实在在的解压。”

“挖野菜热”甚至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
在昌平的一家营地，商家推出了 799 元的亲子
野菜研学活动。距清明假期还有一周的时候，
活动名额就已全部约满。该营地工作人员介
绍：“孩子们会跟着老师在田间挖野菜，制作
野菜料理，完成野菜观察手册，再写一篇关于
挖野菜的作文。”

●警示
莫让乐趣变风险

不过，在挖野菜的热潮背后，风险也不容忽
视。在社交平台上，部分帖子为追求流量，随意标
注“可食用野菜”，却未提供任何专业指导。科普作
家、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提醒，挖野菜时对植物
的识别务必谨慎。很多人依赖网上信息或手机识
别软件来辨认野菜，很可能造成误判。以荠菜为
例，荠菜的叶形变化多，即便在野外同一处，开着相
同花朵的荠菜植株，叶形也可能呈现多种形态。

史军说，更为关键的是，一些有毒植物与常见
野菜在外观上相似，一旦误采误食，后果不堪设
想。此前就曾发生过有人误把乌头草当作野芹菜
食用，导致中毒身亡的悲剧。3月 25日，广东佛山
一家6口就因误将断肠草认成了五指毛桃，将其用
来煲鸡汤，食用后全家中毒；幸亏去医院抢救及时，
才脱离危险。断肠草堪称植物界“伪装大师”，常混
杂于其他植物间，其根部与五指毛桃极为相似，花
也和金银花很像，极易混淆。

“许多人奔着追求健康的目的去挖野菜，可实
际上野菜所含的营养素未必优于普通蔬菜。相反，
食用野菜存在诸多风险。”史军说，一些野菜中含有
大量光敏物质、生物碱，若处理不当，会对人体造成
危害。比如灰灰菜中含有光敏性物质，食用后可能
引发严重的光敏皮炎。而在城市公园、路边绿地里
生长的野菜，由于环境因素，还可能含有重金属、农
药残留。由此可见，挖野菜所带来的收益，与人们
需要承担的风险相比，实在不成正比。

除了食用安全问题，挖野菜的行为还对生态环
境、生物多样性造成了破坏。荠菜、蒲公英、苦菜等
野菜本身也是植被，在稳定区域土壤结构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若大量野菜被挖掉，其保土保水的作
用将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大风天气极易引发扬尘。

北京农学院蔬菜专业副教授刘超杰说：“野菜
之所以没有广泛种植，产量也不高，其口感、品质不
佳是主要原因。此外，不建议市民去公园里挖野
菜，有些公园浇灌用水是中水，未达到饮用水标准，
食用后存在风险。”

尤其需要提醒的是，因为挖野菜会破坏植被，
也可能误伤绿化植物，多数公园其实都明令禁止挖
野菜。按照《北京市公园管理条例》规定，游人游览
公园禁止采挖植物等行为，一经发现执法人员可对
其处以50元到100元的罚款。

对此，年轻人态度分化：有人坚持“体验至上”；
也有人开始转向正规农庄或植物科普活动。这场
从社交平台发酵的“野菜热”，也反映出在快节奏生
活中，年轻人对自然的渴望。但如何与自然相处，
还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