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江海 21”是“大长腿”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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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
条规定：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
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
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民法典》删除了《继承法》第
三条对遗产的详细列举，用“合法
的财产”来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

这一改变扩大了遗产的范围。 随
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我国公
民的财产类型、 财产形式日益丰
富、增多，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也
可纳入遗产范围。

谭芳 （上海市民法典宣讲团
成员、 上海埃孚欧律师事务所主

任、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婚姻家庭
法委员会副主任、 第四届东方大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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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阿姨儿媳： 你怎么又在玩

游戏了，也不知道做做家务！
管阿姨儿媳： 得个装备这么

激动，之后能留给你儿子吗？

管阿姨：《民法典》说了，网络

虚拟财产也能成“传家宝”。
管阿姨： 不过东东侬不能

沉迷网络游戏， 还是要帮

着一起分担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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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基金卖疯了，前三季度基金发行规模已

经突破 2.3万亿元，是历史上新发基金规模最大的一
年。 基金受到追捧，主要原因是业绩好。 截至 9月 30

日，股票型基金今年平均收益率为 39.28%，而个股今
年平均涨幅只有 17.52%， 约八成股票今年涨幅不及

基金平均收益率。

从 1998年 3月 27日首批 2只封闭式基金宣告

成立算起，中国基金不过 22年历史，但已经出现一批

牛基，诞生了 39只成立以来净值涨幅超过 10倍的优
秀基金。 其中， 收益率最高的华夏大盘精选基金，自

2004年 8月 11日成立以来，累计收益率超过 34倍，

16年前如果买 10万元， 目前收益高达 344万元，很

难找出如此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然而， 又有多少人最终获得了这么高的收益呢？

不要说没有买这个基金的人，就是买了，能够持有至
今而获得高收益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大多数人在这

16年市场的震荡中早就跑了。 事实证明，长期投资是

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投资方法。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
说：“长期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论， 更是一种价值观。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

当然，在这 16年里要战胜恐惧、贪婪等等心魔并
不容易。每次卖出基金都有足够的理由，比如，股市下

跌了。 卖出基金的选择似乎是正确的，但他们往往不
会再买回来，从而错失下一轮的收益，错失长期投资

基金的高回报。

长期投资基金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难。 也不是简

单的买入持有基金就能获得高收益，因为并非所有基
金都能获得 10倍以上收益。纵观收益超过 10倍的前

十大基金，有两个特点：首先，成立时间都是股市相对
低点，十大基金成立时间都是 2002年至 2005年的股

市低点，基金买的股票价格低，才能获得高收益。 因
此，买基金，最好是选股市低迷的时候而不是疯狂的

时候； 其次， 十大基金都有一位优秀的基金经理，现

在，这些基金经理有的去了私募，有的成为基金公司
总经理。投资成功与否关键是人，跟着优秀的人，往往

事半功倍。

相信未来还会有收益超 10倍的基金， 问题是能

不能选出来并长期持有。

基金应长期投资
最简单也最有效

连建明

    又到吃蟹季。昨天，“畅行蟹乡，共享

蟹乐———2020上海河蟹产业推广行”活
动举行。“去年，崇明清水蟹蟹种养殖 3

?亩左右，产值 1.8亿元左右。今年预估
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但规格和品质更

上一个台阶。”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副
主任张锋告诉记者。

长江水系河蟹故乡
据考证，上海崇明河蟹养殖距今已

有 1300多年历史。“上世纪 50年代，上

海水产学院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
士陈子英率汪天生等考察探明：崇明岛

是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的天然产卵场，
崇明是长江水系河蟹的故乡。”上海海洋

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博士王军介绍。

尽管申城是蟹乡，然而过去由于交

通不方便、本地蟹产量不高，因此上海人

吃的蟹大多来自阳澄湖、太湖等地。有的

“老饕”觉得，崇明蟹在个头、口味上不如
其他产地的蟹。“本世纪初，崇明蟹的种

苗是野生种，种质混杂，养殖性能有所衰

退。”上海海洋大学教授，上海河蟹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王成辉告诉记者。

培育出蟹中“高富帅”

王成辉团队自 2004 年起开展良种
选育工作，经过十多年努力，培育出了具

有生长速度快、形态性状好、群体产量高
等特点的中华绒螯蟹，命名为“江海 21”。

“‘江海 21’可是‘大长腿’，其第二步足长
节末端达到或超过第一侧齿尖端。它是

螃蟹中的‘高富帅’，个个身强体壮，壳

青，肚白。”王军说。“江海 21”爬进了崇明
的蟹塘，也“爬”上了申城市民的餐桌。

记者走进上海崇东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工作人员正将捕捞上岸的大闸蟹

捆扎、装箱。雄蟹基本达到 4两，雌蟹在
三两半左右。“我们用稻草扎蟹，不会像

棉绳那样增加蟹的重量，让消费者吃亏，

而且煮出来有一股稻草的清香。”

品蟹文化流传久远
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陈舜胜

介绍，考古工作者在长江三角洲对崧泽

文化、良渚文化地层发掘研究发现，在先
民们食物废弃物中，有大量的河蟹蟹壳。

“上海等地品蟹客，均采用煮蟹的方
法。所谓大闸蟹，这是吴语：意思是将大

蟹放在水中‘zha’。”陈舜胜说。也有人认

为，大闸蟹的“闸”，与人们捕捉蟹的方式
有关。渔民们在港湾间设置竹编的簖，夜

里放盏灯，螃蟹看见灯光会爬上竹簖，渔

民可方便地捉住它们。 本报记者 郜阳

上海专家培育出长速快、形态好、产量高的本地大闸蟹

崇明蟹“江海21”“爬”上市民餐桌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