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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中，有人认为老地名

保护起来难度太大，而且苏锡
常等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各
自的老地名，南京老地名申报
成功，来年这些城市也跟着申
报，将来是否都批准呢？对此，
南京地方志专家陈济民并不
认同，他说，保护难度大不能

成为“弃保”的理由，难道秦
始皇兵马俑、长城的保护难度
就不大吗，保护难度大才能凸
显珍贵啊！还有同类文化遗产
为什么只能允许保护一个，南
京、无锡、苏州的老地名同样
要保护啊，只要有意义就不冲

突，保护得越多，越能体现这
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厚重。陈济
民以“戏剧”打了个比方，在
大盘子里还有各个剧种，如昆
曲，这个项目就成功申报为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老地名也是个大盘子，

南京老地名也可以单独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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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京老地名落榜，江

苏省民政厅地名管理专家薛
光用“痛惜”来形容自己的心
情。 他说，十分欣赏快报海选
老地名的活动，这能激起大家
的保护意识，因为像乌衣巷、
长干里、凤凰台这些老地名最
能体现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

底蕴。薛光表示，南京有着这

样雅俗共赏、星罗棋布的老地
名，这在其他城市是不多见

的，也是无法与南京抗衡的！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生活在南
京58年的老南京人，作为一
个从事全省地名管理27年的
老地名工作者，他呼吁全社会
要关注和抢救南京的老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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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名肯定是遗产，但

不一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昨天，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艺术
学院教授徐艺乙告诉记者，
从国际上看，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四个方向是自然遗产、历

史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记忆文化遗产。因此他个
人的看法是，南京老地名应
列入记忆文化遗产，像大行
宫、乌衣巷，虽然不少老地名
的实体已消亡，但是其优美
的名称仍存在于人们的记忆

当中并广泛流传，它们对不
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口
头传说、传统手工艺等范围。
据悉，神秘的“水书”正在申
报 “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名
录”，还有彝族毕摩经书。

徐艺乙认为，文化遗产的

核心是“保护”，但是保护的
途径有很多种，入围省非遗名
录只是保护的范围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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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会上广为散发人
手一册的是刘立仁厅长亲
自撰写的小册子———《一

天一只果，医生远离我》。
这本小册子就是要普及
科学饮食健康知识，推动
人们改善饮食结构，科学吃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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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根据人体需要、消
费可能和个人体会，以每人
每天 0.5公斤左右为宜，即
2-3个水果（以苹果、梨、
香蕉、柑桔计）。一般属温
性的水果如苹果可多吃，而
属热性的荔枝，寒性的柿、

梨则不宜多吃。因此，每天
一个水果不可少，二个水果
正正好，三个水果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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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一般餐后食用一点

属正常的营养平衡无可非
议；对食物丰盛的宴席，为
控制营养过剩，则以餐前或
餐中食用水果为佳。从消化
吸收效果和食用习惯来讲，
一般不要在饭后立即食用，
有专家建议在两餐之间食

用最好，可避免腹胀和能量
过剩；也有人提出在宾馆饭
店用餐后，吃一点水果有利
于清肠解腻。冬季和一些含
鞣酸或其他有机酸多的水

果，如柿子、桔子，不宜饭前
空腹食用，以免对肠胃造成
刺激，鞣酸易与钙或蛋白质
结合形成胃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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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宜选温性或平性的
水果，也可选寒、热性水果
搭配食用，以保持肌体的阴
阳平衡，不宜因个人嗜好而
长期单一和过量食用寒性

或热性水果。从营养学角度
讲，只要皮能吃的，以不去

皮吃更营养，如苹果、梨、葡
萄、油桃等。因果皮中含有
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果肉
多，当然前提是未被虫鸟叮
咬、无病斑、无农药残留。菠
萝因含有一种朊酶会刺激
咽喉发痒，使口腔和嘴唇刺

痛麻木，因此不仅要去皮，
还要将削好的果肉用盐水
浸泡后，才香甜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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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如柿子性寒质滑，
鞣酸含量高，不宜与海产

品、螃蟹、鱼虾等高蛋白食
物同食，否则易引起胃结
石；梨含有石细胞，食用后
不宜饮水或食用含水量高
的食物，以免引起腹泻。专
家认为在吃药前后30分钟
内最好不要吃水果，常用的

降血脂药、抗生素、安眠药、
抗过敏药均有可能因同时
食用水果而降低药效或使
药物产生毒副作用，尤其服

用抗生素的患者不宜吃酸
味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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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儿童宜多食含钙、
磷、铁较多的山楂、樱桃；儿
童、老人宜食用中性或温性

水果。多吃柑桔、梨、香蕉、
枣子、山楂，可保持女性优
美的体形和白嫩的肌肤，脑

力劳动者可多吃桂圆、荔枝
等。阴性体质者宜食用温热
性水果，阳性体质者宜多食
凉性水果。胃酸过多和胃寒
者不宜多吃梨、柿等寒性水
果。贫血者不宜吃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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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林厅厅长
刘立仁为果王吆喝，说
得人口水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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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会议内容其实
很简单，就是公布全省优质

果品评比结果，但主席台上
挂出的大横幅却是 “江苏
优质水果推介会”。何以如
此？农林厅厅长刘立仁一语
中的：“老百姓的饮食结构
和习惯亟待改善，水果消费
正面临观念性变革。比照科

学的膳食标准，人们水果吃
得太少太单调。”

经过评比，这次有 70

个产品荣获金奖，包括苏州
吴中槎湾牌枇杷、宜兴老潘

牌油桃、镇江回龙牌蟠桃、
铜山宫品牌杏、无锡阳山水
蜜桃、丰县苹果、南京江心
洲葡萄、盐城龙岗牌梨、徐
州市果园猕猴桃、铜山义安
牌石榴、东台神光牌柿子及

邳州银杏等。另有53个产
品获得银奖。来自全省各地
的 100多名果树种植大王
获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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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长的金奖银奖名
单中，农林厅厅长刘立仁特

别青睐两种水果，他富于诗
情地说：“南有水蜜桃，北
有红富士。在璀璨的江苏名
特优水果中，最诱人的当数
无锡的桃、丰县的苹果。我
在无锡说过，阳山水蜜桃是
当之无愧的江苏水果之王。

阳山人曾向社会公开征集
广告语，结果有人以‘乐陶
陶太湖风光好，甜蜜蜜阳山
水蜜桃’ 而获得 5万元大
奖。从国内到国外，丰县大
沙河红富士苹果的口感是

上乘的，在全国多次夺冠。”
对江苏其他精品水果，

刘立仁如数家珍：句容的云
兔草莓以色艳味美享誉大
江南北，江心洲的葡萄园集
品尝、采摘、观赏于一体。还
有苏州东山的柑桔、镇江的
油桃、徐州的猕猴桃、睢宁
的山水梨……江苏人的口

福真不浅呢，只可惜人们过
去水果消费习惯太陈旧。

记者从昨日会上获悉，
江苏果王无锡阳山水蜜桃
目前正加紧申报2008北京
奥运的指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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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仁说，与发达国家
比，国民膳食结构差距较大

的当数水果消费，就是与世
界平均水平相比，也是一条
短腿。据统计，世界的年人
均水果消费量为 80公斤，
欧 美 等 发 达 国 家 为
180~200公斤，而我国仅为

50多公斤。江苏略高于全
国，也只有65公斤。

为何此时倡导人们多

吃水果呢？刘立仁娓娓道
来：“在达到温饱时提倡

‘少吃一口饭，多吃一块
肉’；在全面实现小康生活

的进程中则要 ‘少吃一块
肉，多吃一只果’。因为水果
能补充维生素，东方人没有
生食蔬菜的习惯，极易造成
维生素缺乏症。每天吃一个
苹果，就可将冠心病患病率
减少50%。要说吃得好，水

果不可少；要想长得俏，水
果很重要。”不用讲稿，绘声
绘色，厅长的讲话不时引起
阵阵掌声和会心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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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商贸局相关人
士分析说，南京农贸中心的

水果批发量占到市场总供
应量的 80%，其他的 20%

为社会摊点或水果超市自
采。南京农贸中心水果批
发市场办公室主任沈家安
说，市场一年总的供应量
大约在 48万吨，减去流通
过程中的损耗，市民实际
消费量大约为 33万多吨。

而从水果的消费流向看，
大约有 30%批发给了宾

馆饭店和企业，大约 10%
是市民即买即食，而 60%

进入市民的餐桌，餐后水
果已成为市民餐桌上一道
风景。

时令鲜果受到越来越
多市民的追捧，市场销量也
是年年增长。沈家安介绍

说，近10年来，水果的年销
量正以 10%的速度增长，
价格也是每年以 15%的速
度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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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徐文林和陆
长青两位专家，是城市大树移

植方面的专家，现在南京所采
用的给大树打点滴的做法，就
是这二位的研究成果。从
2004年开始，这两位专家受
中国盆景协会委托，历经两年
研制出了这种果木病创愈膏。

记者看到，这种 “创可
贴”是褐色的粘胶状软膏。专
家说，只要将它涂抹在树木的
创口上，很快就会形成一层药
膜，别小看这层膜，它可以有效
地消炎，保护伤口不受外界细
菌感染，减少创口水分蒸发。此

外，因为里面还有生根剂和一
种叫愈创木酚的物质，还能促
进创口愈合以及新根的生长。
据两位专家透露，目前在浙江、
福建以及南京的盆景业试用，
使用单位反馈效果不错。但现
在，软膏还只是科研产品，并未

大规模生产投放市场。
有关人士介绍，其实在南

京的行道树中，树顶“天窗”
一直是个很难根治的大问题。
市民稍留意些就能发现，路旁
很多树上都有黑色的大洞，有
的甚至已经从头腐烂到脚，整
个树干都空了。为了防止它们
倒塌，前两年，园林部门只好

往里面灌水泥。两位专家说，
使用了“创可贴”后，这个问
题就很难再发生。

白下区绿化所负责人告诉
记者，他们也一直对此很头痛，
现在一般采用的方法是涂柏
油，可以起到一定的隔水作用，

但并没有什么杀菌效果。从两
位专家愿意提供的药剂成分来
看，确实有杀菌药物，他们非常
欢迎专家免费提供这种药物，
并在这棵银杏树上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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