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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海风悠然入港，象山县的石浦渔港
停泊着大大小小数千艘渔船。凌晨，月色中
传来发动机的声响，打破港湾的宁静，渔船纷
纷起航，为的是浙江夏季餐桌上的“顶流美
味”——梭子蟹。

吃梭子蟹，浙江人是行家。生呛、清蒸、
葱油、爆炒⋯⋯烹饪梭子蟹的方式不尽相同，
但盘中好滋味离不开新鲜肥美的原材料。从
大海到餐桌，梭子蟹经历了怎样的旅程？背
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8 月中旬，东海“小开渔”让梭子蟹登上
网络热搜，记者来到盛产梭子蟹的宁波象山，
一场寻蟹之旅就此开启。

捕蟹——
漂泊大海换得满船鲜

象山捕蟹要看石浦渔港，大量梭子蟹在此
出货。石浦渔港位于象山县石浦镇，是我国东
海重要的渔业基地，兼具渔港、商港之利。

记者来到石浦渔港，晃荡了大半天，却寻
不到一艘捕蟹船，倒是不断有运输渔货的渔
运船从海上驶回。

“这样很难找到捕蟹船。”看到记者的狼
狈模样，当地居民林大姐乐了，“捕蟹的大船
漂在海上，渔民十天半个月不回家是常有的
事，捕到的蟹由渔运船运送回来。只有海上
起风的日子，大船上的渔民才会回家。”

林大姐指点道，可以盯准小型渔船。因
为小型渔船自运渔货，很多在凌晨出海，次日
傍晚载着海鲜归来，“但也要碰运气，现在小
船不多，专门捕蟹的小船更少了。”

在得到林大姐指点的次日，记者才在码
头觅见了停泊休整的捕蟹船——倒不是运气
欠佳，而是因为，在汪洋大海上四处漂泊才是
渔民的常态。

捕蟹船的船老大王勇华（化名）皮肤黝黑，
他在骄阳下细细清理着船舱。现年59岁的他，
有40多年的出海经验，是捕蟹的一把好手。

梭子蟹的捕捞工具有不少，可以用蟹笼、
流网和拖网。用流网捕上来的蟹品质最佳，
它们大多生活在深海，肉质紧实，肥美鲜嫩。
王勇华用的捕蟹工具，正是流网。

“海底有岩石和淤泥，营养物质丰富，生
长在那儿的梭子蟹多为肥蟹。由于捕捞方式
的差异，蟹笼、拖网到不了海底，但流网可
以。”王勇华说。

出海捕蟹有无捷径？“靠海吃海，没有捷
径，全凭运气与耐心。梭子蟹是多是少，一网
下去就见分晓。运气好的话一网就满载而归，
要是运气不好，那就在海上多漂一天。”王勇华
笑言。他的豁达，不仅来自多年的漂泊与等

待，更来自他对大海馈赠的感激和敬畏。
为保护近海渔业资源，我国全面实行伏

季休渔制度。今年 8 月 1 日，东海“小开渔”，
单船桁杆拖网（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类、
灯光围（敷）网类等4类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
船扬帆出海。据象山县渔业局的数据，“小开
渔”后，象山 1270 艘符合开捕要求的渔船解
禁出海，奔赴东海生产作业。

渔民们重回海上，将大海的馈赠化为一
船鲜美。王勇华也结束了半日的休整，给记
者留下一句“我要出海了，再会！”后便离港
远航。

运蟹——
24小时之内使命必达
临近傍晚，渔运船陆续靠岸，石浦渔港一

派繁忙。
船老大项秀林的渔运船，载着一船梭子

蟹从海上安全归来。“收了 6 条船的梭子蟹，
总共 120 筐，按每筐 25 公斤来算，一共 3000
公斤。”项秀林在夕阳下计算着一天的收获。

几位船员合力打开船舱，架起铁梯。铁
梯的一端对准舱口，另一端则延伸至早已等
在岸边的运货车车厢，形成一条简易便捷的
梭子蟹传送带。精干的船员在船舱内外相互
配合，用麻绳将成筐的梭子蟹从舱内吊起，再
通过铁梯将其滑至车厢。不过10秒，便将一
筐梭子蟹从船上转移到了车上。

梭子蟹下了船，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

展开。等到船上的梭子蟹全都完成“海陆瞬
移”，货车便争分夺秒地驶离石浦渔港。

下一站，是市场。
活鲜市场距离码头不远，专门分销梭子

蟹的象山恒润水产品经营部就开在这里。光
这一家经营部，每天就至少要分拣、销售两三
万斤梭子蟹。

在行内，未经分拣的梭子蟹被称为“统
货”。在恒润水产一楼，近 20 名工人两两对
坐，按照活性、大小、肥度、公母、完整度等标
准，对“统货”迅速进行挑拣、分类。还有两名
老师傅，手里攥着一大把皮筋，捆绑分拣好的
梭子蟹。眨眼间，一只蟹就被绑得板板正正，
随后被送入蟹筐。

装车的伙计在蟹筐旁等待，待到蟹筐快要
装满时，他便将碎冰铺满蟹筐顶部，随即送上水
车。水车上摆满提前注好氧气、调好盐度的海
水桶——蟹筐就放在桶里。海水桶的空隙之
间，铺满了长条冰块。一车装满即开走送货。

“省内省外的客户都有。省内以宁波本地、
杭州萧山、温州瑞安为主，省外可以送到江苏、福
建等地，沿海省份比较爱吃蟹。”恒润水产老板王
忠坚说，运蟹水车将连夜赶往目的地，第二天一
早，这批梭子蟹会准时出现在外地市场，“梭子蟹
从大海到各地市场，最多只要24小时。”

吃蟹——
记忆深处的至鲜之味

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是宁波最大的

海 鲜 市 场 ，承 载 着 无 数 宁 波 人 的 海 鲜
记忆。

老宁波人胡岳灵的海鲜档口就开在这
里，主营虾蟹。眼下到了“梭子蟹季”，胡岳
灵与老搭档王忠坚的联系又密切了起来。“我
这里的梭子蟹，主要来自宁波象山、舟山沈家
门。梭子蟹紧俏时，也会从江苏拿一些货，作
为补充。”胡岳灵介绍，“要说最为鲜甜的口
感，还得是象山石浦蟹。”

“奔流而来的江河水使得象山附近海域
拥有不少泥沙丰厚的‘水肥’之处，非常有利
于梭子蟹生长。此外，海水的温度和盐度都
不能太高。尤其是盐度，非常影响梭子蟹的
口感。盐度过高的海域，产出的梭子蟹味道
偏苦，不够鲜甜。”象山县梭子蟹产业联盟理
事长张志青介绍，象山南韭山岛附近海域水
质肥厚，海水温度适宜，盐度在 28 至 29 度之
间，是理想的梭子蟹生长地。

今年天气热、台风少，较高的海水温度导
致梭子蟹产量不如往年。

“今年出货量少了，梭子蟹价格也高了，
相较往年有 50%以上的涨幅。到了零售市
场，一斤梭子蟹的售价至少超过50元。”胡岳
灵说，目前看来，价格的浮动对销量影响不
大，“毕竟对宁波人来说，只要梭子蟹上桌，其
他菜都逊色不少。”

在宁波、舟山、温州等沿海城市，生呛梭
子蟹极为流行。食生蟹，可以最大程度地感
受来自海洋的鲜味。

象山石浦本地居民陈敏雪从小在海边
长大，生呛蟹糊是她记忆深处的至鲜之味。

“海里刚捞上来的梭子蟹，大的要拿去售卖
换钱，小的就可以用来做生呛蟹糊。”陈敏雪
说，小时候特别期待八九月份，就盼着用生
呛蟹糊改善伙食，这也是她童年时期的温暖
记忆。

在中国烹饪大师、浙江省杰出厨师长
徐小伟看来，运输条件及保鲜技术改善，使
浙江省的吃蟹口味在近年趋于融合。“吃梭
子蟹，还是得吃个鲜味。早些年，浙江东南
沿海城市吃生呛蟹、干蒸蟹、葱油蟹比较
多，注重突出食材本味，调味不会特别重；
而地处浙西、离梭子蟹产地相对较远的衢
州、丽水等地，更流行香辣蟹、梭子蟹炒年
糕等重口味菜色。”如今梭子蟹到达省内各
地的时间大大缩短，生呛、干蒸、葱油等突
显梭子蟹鲜味的吃法，越来越普遍地出现
在浙西餐桌上。

眼下浙江餐桌上的梭子蟹，多为公蟹，也
称“白蟹”。待到秋风渐起时，母蟹红膏满壳，

“膏蟹”这一食中珍味，还将继续称霸浙江餐
桌，成为下一个“顶流美味”。

从大海到餐桌——

看梭子蟹的美味之旅
潮声丨执笔 陈 琪

挑蟹工人正忙着分拣刚刚上岸的梭子蟹。 本报记者 陈琪 摄

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网约配送员职
业技能竞赛决赛上，来自嘉兴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孟炫志，从 7 家平台的 94 名选手中脱颖
而出，斩获金奖，成为“全国最强网约配送员”。

“谁说送外卖就不能成功？就看愿不愿
意拼，不拼哪来的成果？”孟炫志说。

记者见到今年32岁的孟炫志时，他刚完
成中午的送单工作。一身蓝色骑手服，前襟
被汗水浸湿了一片。长期在户外工作，使他
看起来比实际年纪略大。

说起刚刚结束的全国比赛，孟炫志如数家
珍：“实操考试很接近真实的送单，如果没有丰
富的经验，有些状况真的可能应付不过来。”

比如，配送前需要检查装备，包括车辆的
电量、胎压、灯光、后视镜、刹车等，然后进行
消毒，需要准备两条清洁毛巾，毛巾要晾干消
毒，不能有水渍。骑手在取餐时要先检查商
品是否完好，发现东西不对，要及时和商家沟

通。在配送蛋糕、鲜花时，考核外卖员有没有
检查贺卡，蛋糕是不是扎得牢固。

考试中，在一次取餐时，孟炫志发现客户
订单上的冷咖啡变成了热咖啡，数量也从两
杯变成 1 杯。他立刻找到商家，再次核对订
单后，发现是商家备错了商品，随即让商家更
换了商品。

“还会考骑行技巧，比如单边桥、绕柱、8字
弯，经过学校门口有没有礼让行人等。”孟炫志
说。考试中顾客还会故意出难题。比如，怎么
少一个餐？餐怎么洒了？这餐怎么凉了？这
些考验的是骑手和顾客沟通的能力。

凭借出色的骑行技能和细致入微的服务
态度，代表浙江出战的孟炫志这次斩获金奖。

事实上，孟炫志早已是嘉兴“小哥圈”的
名人，常代表区域出战各类比赛，屡获佳绩。

今年，孟炫志获得省总工会主办的“省级
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网约配送员赛项第二名”，

随后又荣获“嘉兴市技术操作能手”称号，获
得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等级二级证书。

孟炫志拿出手机，给记者展示他在平台
上获得的勋章：“累积完单量 18000 单”“累
积有效活跃天数 365 天”“累积配送距离
54000千米”⋯⋯

“这都是在2022年一年内完成的。”孟炫
志说，为赚更多的钱，一天到晚满脑子想的都
是如何接单、送单，如何跑得更快，如何不被
客户给差评。

2022 年，孟炫志创下了单日完单 156
单、单日配送距离 363 千米的纪录。有一个
月，孟炫志拿到了 3.5 万多元收入。“有人觉
得送外卖赚不到钱，其实是因为自己不够
拼。”孟炫志说。

除了花更多时间工作，提升技能至关重要，
尤其是提升认路技能能提高送单效率。“为熟悉
路线，就在下午休息时间或者晚上收工后，跟着

导航转上几圈，将路线深深刻在脑子里。”孟炫
志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对这个区域的街角
巷尾了如指掌。在高峰时段，大量订单涌入，他
总能迅速规划出最优配送路线。

优化服务态度，关注服务细节，注重与客
户沟通，让孟炫志的订单几乎无差评。孟炫
志说，如果顾客实在要给差评，就要给顾客打
电话，并且诚挚道歉说明原因，大部分客户都
能给予谅解。

孟炫志不仅自己努力提升工作技能，还注
重团队帮带。小陈是孟炫志团队里比较年轻
的骑手，在小陈眼里，孟炫志就是一个热心的
大哥，把经验和技巧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回忆起以往经历，孟炫志感慨万千。孟
炫志出生在“炒货之乡”江苏邳州，先前跟随
舅舅做起了炒货生意。他在河北廊坊、石家
庄、山东曲阜等地都开过炒货店。后来,他和
妻子决定转行，来嘉兴开美容院，但是做生意
并不顺利。

2019年，在朋友介绍下，孟炫志成为一名
“外卖小哥”。如今，孟炫志开始从事骑手的管
理工作，目前是一名团队负责人，带领着57名
骑士承担嘉兴经开万达区域外卖站点工作。
今年4月，孟炫志在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买了
房子，安了家。“现在更有盼头了。”孟炫志说。

嘉兴外卖小哥孟炫志成“全国最强网约配送员”——

“单王”是如何炼成的
本报记者 谭晓锋 通讯员 盛浙欣

本报讯 （记者 李灿 通讯员 孙丽雅） 日前，松阳县粮油
储备中心内，农户们陆续将早稻送来交易。今年7月，有种粮
大户在松阳县纪委监委“码上监督”平台反映，早稻收割后无
处堆放，影响交易。为抓住时机抢收、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县
纪委监委迅速跟进监督，将该问题交办至县粮食购销工作专
班，督促安排充足人手、增加机器设备，开展粮食收购工作。
自7月开镰以来，该县已累计完成380.5万公斤、价值1226多
万元的早稻收购入库工作。

松阳被誉为“处州粮仓”，稻谷种植面积如今已超过 5 万
亩。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松阳县纪委监委采取“室
组地”联动方式，组建专项监督组，紧盯“人、责、粮、库”，线上
开通“码上监督”平台、线下开展“下沉式”监督检查，督促职能
部门扛稳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及时纠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

今年 5 月，在督查中收到群众关于粮食产后服务能力
不足的反映后，松阳县纪委监委迅速排查症结，要求职能
部门着力解决质检效率和烘干能力不高的问题。目前，松
阳县农业农村局为满足粮食烘干需求，整合县域内烘干、
除杂等设备 63 台、新安装粮食烘干机 12 台，新增粮食烘干
能力 180 吨/批次，总处理能力也由 2022 年的每日 160 余
吨提高到如今的每日 990 余吨。

今年以来，松阳还探索在农事服务中心建立前置粮食质
检化验室，引进全自动化实验仪器，实行卖粮车辆分流，构筑

“当场处理、实时质检、合格入库”绿色通道，粮食质检化验时
间节约50%，全面提高了收粮效率。

此外，松阳县纪委监委紧盯案件查办过程中暴露的“订单
粮”审核把关不规范、资金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督促松阳县发
改局、粮食收储公司全面优化粮食订单收购流程，规范内部管
理制度，推动出台、完善工作办法，严防“弄虚作假、虚报冒
领”，严守资金安全关。

松阳加强涉粮问题监督

为农户解难 助颗粒归仓

本报讯 （记者 于山 林霄） 近日，傍晚时分的衢州市柯
城区石梁镇蒋家新堰传来阵阵欢声笑语，“砰”的一声，水花四
溅，一个小身影从堰坝上跃入水中，开始蛙泳，岸上的救生员
立刻赶来，确定没有危险后回到了观察哨上。

“这里水好，交通也方便。每天我都带孙子来游泳，更重
要的是放心。”来自衢州市区的陈女士说，蒋家新堰的堰坝上
经常人头攒动。

近年来，出于安全考虑，野外水域一般不允许游泳。衢州
为解决野泳“不能游、不敢游”的问题，将符合条件的河道改造
成安全的天然浴场，受到广大市民欢迎。目前，衢州已新建

（改建）安全亲水场所（公开水域泳场）18个。
所谓“野能游”，指的是衢州通过系统排查、改造适合野

游的公开水域，通过平整河床、设置防护网和警示标志、配
齐教练员及救生员等措施，将其改造为安全亲水场所，并免
费对公众开放。

“野能游”场所改造也是衢州于 2023 年全面启动的
“安全亲水”工程项目的重要一环。不久前，省河长办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学习借鉴衢州市“野能游”建设模式经
验做法，持续推进防溺水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提升
安全防范能力，有效防止溺水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

2023年以来，衢州将“安全亲水”场所提升工程列为民生
实事项目，开展游泳空间适儿化改造、完善“安全亲水”场所服
务机制，选择合适的水域进行建设改造。

“野外玩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安全，有效防范溺
水。”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吴剑波说，衢州没有对野外水域游泳

“一禁了之”，而是在“安全亲水”上动脑筋，逐步建设安全可
靠的“野能游”场所。

在选点上，“野能游”优先考虑交通便利，水域环境优美、
水流平缓、水温适宜、面积 5000 平方米。蒋家新堰是衢州第
一批“野能游”场所，距离衢州市区仅仅五六公里，水域约 50
米宽，在堰坝的上游和下游还用浮排标记了游泳区域。

为确保安全，从下午 3 时到晚上 7 时，3 名救生员在蒋
家新堰轮流值守。“救生员具备游泳教练员资格和救生员
证。”现场负责人徐晓文说。“野能游”要求现场的服务设
施和救援装备配置齐全到位，溪边设有安全警示标志、救
生圈，还有一根 3 米多长的救生杆，还配套了厕所、更衣
的房间、救援船等。

将符合条件的河道改造成天然浴场

衢州打造“野能游”
安全亲水场所

本报讯 （记者 朱银燕 共享联盟·上虞 王淋玲）“太感
谢你们了，帮我解决了专利维权难题。”日前，绍兴市上虞区
某摄影器材厂的企业主王先生对上虞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
员表示感谢。他发现某摄影器材厂未经许可，擅自生产销
售其拥有外观设计专利的补光灯夹子，请求依法进行查
处。他提交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处理的请求书。经过审
核，上虞区市场监管局通过“虞快援”板块的专利侵权纠纷
行政裁决“一件事”，建立维权绿色通道，裁定被请求人专利
侵权行为成立，责令侵权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用时 5 天办
结此案。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维权周期长、成本高一直是困扰
许多企业的难题。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年，上虞区
司法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成功获批国家级专利侵权纠纷
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并联合进驻上虞区企业综合服
务中心法护营商“虞快援”板块。板块按照一个牵头部门
负责、一名分管领导即时响应、一名首席涉企法治服务专
员配置基本力量，确定首席政务服务协调员、首席政务服
务专员、业务专家等人员，实现“一窗”受理、流转、协调、
督办和反馈。

“我们依托上虞区政务服务品牌‘虞快办’中的‘虞快援’
板块，推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企业上市法治服务等8个

‘一件事’服务项目。”上虞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其
中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为全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协同保护
和专利侵权纠纷快速处理通道，多措并举开展知识产权纠纷
快速处理。

打造“虞快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上虞快速处理知识产权纠纷

8月21日，杭温高铁台州市仙居站前广场施工现场，工人在开展道路沥青铺设、绿化苗木种植、建筑垃圾清理等。杭温高铁８月底将具备通车条件。图
为工人在杭温高铁仙居站前广场种植绿化苗木。 拍友 陈月明 摄植绿迎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