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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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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您明白了吧？那不好
养的是打国外来的玫瑰海棠——外
来的都是“客”，稍有慢待，人家就要
闹脾气，不跟你玩儿了。

这“客人”是啥脾性？怎么招呼
才好呢？

我从城东走到城西，请教了好几
个花贩，他们都说没长期养过玫瑰海
棠，都是从外地进了货，趁着花还新
鲜，赶紧转手卖出去，卖不出去就烂
在手里了：玫瑰海棠在咱洛阳水土不
服，几乎算得上是一次性花卉，很容
易死掉。

话说回来，一盆玫瑰海棠一二十
元，比买一束玫瑰花便宜多了，而且花
期也比鲜切花长，还是很划算的。

一个自名“99号”的花贩说，玫

瑰海棠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
能晒，不能冻，20多度的气温它最
欢喜，最好放在室内光线充足且
通风的地方，有条件的用加湿器
为它增加空气湿度，没条件的可
以时不时地往花盆周围的地面上
洒点儿水。

玫瑰海棠的肉质茎比较脆弱，怕
旱，更怕涝，所以玫瑰海棠要养在土
壤疏松、利于排水的花盆中，见盆土
将干，缓缓浇透——切忌猛灌，盆内
积水，这位“客人”的“脚”就会烂。

至于肥料，先不用施：一则花开
不施肥是养花的老规矩；二则“客人”
喜欢您这儿的光和水，吃得舒畅，才
能“加餐”，倘若水都快把它淹死了，
还添什么肥料？

真正爱花的人是喜新不厌旧的，新买了玫瑰
海棠，还惦记着阳台上那些去年养的花草。有位老
先生打电话说，他养的催花牡丹春节开了花，现在
谢了，不知道该怎么养。还有些花草，比如发财树、
金达莱什么的，没经过寒冬的考验，而今也是半死
不活的。该怎么挽救它们呢？我们下期再说。

下期话题预告 小贴士

各位花友，若在养花过
程中有什么宝贵经验要与大
家分享，或遇到什么问题要寻
求专家帮忙，或想晒晒你养的
花花草草，欢迎拨打电话
13383792808与我们交流。

赏奇石 讲故事

春暖花开，海棠娇艳。很多花友听说海棠好养又便宜，都愿意往
家搬，结果花搁在家里没几天就死了，于是哭丧着脸找花贩说理。花
贩说：仔细看看，我这是
玫瑰海棠，跟你说的
海棠不一样！

石头会唱歌吗？
石头会讲故事吗？
我说，会的。
石头，虽为自然界的寻常之

物，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却被
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人类的
第一件生产工具便是石头，原始
人类燧石取火，从此结束了茹毛
饮血的生活，人们由此而生石崇
拜情结。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
仅造就了瑰丽奇巧的观赏之石，
人类历史的演变更赋予它们种种
神秘色彩。

有人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对赏石之人
来说，面对一块奇石，就可能有
一千种解读。赏石文化，便因之
而流传，留下淘石、玩石、赏石
的种种传说和佳话。

洛 阳 不 仅 有 雍 容 华 贵 的 牡
丹，还有精美的奇石。在古老而
悠久的河洛文明史上，早就奏响
了中国赏石文化的旋律，留下了
以河洛石为载体的“河图洛书”

“大禹贡石”“夏启生于石 （启母
石） ”以及武则天以河洛文字石
改唐为周等故事和传说，奠定了
奇石文化根在河洛的历史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赏石之
风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兴起。洛阳
有着丰富的奇石资源和丰厚的文
化底蕴，更有着赏石爱好者交流
结缘的平台，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十几次赏石文化交流活动。今年
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众多赏石
爱好者还将迎来 2013 年中国洛阳
赏石文化节暨交易会。

1.【户外地带·洛
阳徒步户外】3月16日，

徒步济源花朵山赏花一日

穿越活动。

2.【户外地带·游走部落
户外】3月16日，中原第一险嵩

山连天峰穿越一日游活动。

3.【户外地带·游走部落
户外】3 月 17 日，2013 年摄

影之旅——荆紫山探花一

日游活动。

4.【户外地带·绿野仙
踪户外】3月17日，药山环线

踏青、穿越一日户外活动。

5.【户外地带·添翼户外】3
月17日，魅力蟒河免门票休闲

一日游活动。

6.【户外地带·365户外】3
月 22日至25日，醉美江南、水

墨婺源休闲游活动。

详情请登录洛阳网·洛阳社

区（bbs.lyd.com.cn）查询。

驴友出行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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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
最可人。”即日起，本报将联合洛阳
市园林局、洛阳市赏石协会开设
“赏奇石 讲故事”专栏，期待爱好
奇石的石友们，拨打记者电话
15137956968，或者将稿件图片
发送至洛阳网文字投稿系统（请注
明姓名、联系电话），在这里讲述你
们的收藏故事，让一块块精美的石
头唱出动听的歌来吧！

——编者

本土海棠

花贩在照料玫瑰海棠

两种海棠，两样养法

玫瑰海棠

至于咱本土产的木本海棠，不
“认生”，只要您尽心养护，基本上它
就不走了。

木本海棠的根系长，您得给它
预备个深且阔的花盆安身。换盆
时最好别动根系周围的块状土，然
后用土填满花盆周围的缝隙，压实
了，浇透水，先放在屋里两天。

等木本海棠适应了新的环境，就
可以将其搬出屋外晒太阳了。阳光
越明媚，花儿开得越鲜艳。

记住，浇水要宁干勿涝，干了再
浇，浇则浇透，这就是花友们常说的

“见干见湿”：根系不会被闷得

透不过气，还能喝饱水。
您还要“察言观色”，过上一段

时间，在海棠的枝叶上薄薄地喷些
预防病虫害的药。如此一来，“新
人”就能在新家顺利扎根，快活成
长了。

有些花草和玫瑰海棠一样，在洛
阳会水土不服，比如比利时杜鹃、阿
波罗银线蕨、冷水花、幸福草等对空
气湿度要求较高的植物。栀子花喜
欢酸性土壤，洛阳的土质也不适合
它。这些花草养不好不怪你，别内疚
了，在它们最美的时候欣赏过了
就好。

外来海棠终是“客”，多留一刻是一刻

本土海棠不喜阴，晒晒太阳才称心

原来，在咱洛阳的花卉
市场上，常见的有两种海棠。

一种是国产名花，号称“国艳”，
属木本植物，株形像树，枝干苍劲，先
开花，后长叶。这时节，光秃秃的枝
干上挂着点点花苞，绿叶将生未生，
乍一看像梅花，古典、雅致，连一代文文

豪豪苏东坡也为之倾倒，“只恐夜深花
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另一种是外来货，叫玫瑰海棠，
属草本植物，是近年才从国外引进的
新品种。其茎是肉质的，半透明，仿
若凤仙花（俗称指甲花）的茎一般，开
的花却比凤仙花大且艳，绚烂似锦。

一种是“树”，一种是“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