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风起，大闸蟹肉满膏肥，正是品蟹好时

节。 不过，消费者在购买螃蟹时，有时会发现
螃蟹身上绑着粗绳子称重卖。 这种现象被诟

病为“一斤螃蟹半斤绳”，虽有夸张，但也反映
出一种变相“短斤缺两”的情况。

对此， 上海市人大代表提出了规范上海
市水产海鲜市场螃蟹绑绳、 水产品使用塑料

袋的建议。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答复中

透露， 随着全国首个大闸蟹销售计量团体标
准的实施，上海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对短斤缺两、 将包装作为商品的称重计价依

据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一斤螃蟹半斤绳”的问题，可以说由来

已久。看似偌大市场中的一个小细节，要彻底
解决，并不容易。 比如，2004年就有媒体报道

了青蟹带绳欺诈销售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市
场可以在零售时去除绳子，按净重销售；批发

时则要严格控制绳子重量。 水产市场方面则

坦言，已经取消粗绳改用细绳，但为了保证青
蟹存活率，彻底取消绳子还有一定难度。

如今，随着线上销售的蓬勃发展，对“蟹

绳”潜规则（即连蟹绳一起称重）的监管，又有
了新的挑战。消费者从下单到实际收货，有个

时间差，有的不良商家就会利用信息不对称、

维权成本高等因素，牟取不当利益。电商配货

过程中需要给螃蟹捆绑绳子， 但绳子当然不
该计价。足斤足两、明白消费，应是底线。要维

护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 诚信经营的市场

秩序，“一斤螃蟹半斤绳”这道不算新的题目，

有必要进一步解决。

据报道，已有网络销售平台提出“足斤

足两”概念，消费者收到产品后，如果去绳称
重， 损耗高于行业标准以上 （失水率超过

7%），平台将会赔付。 根据市市场监管局的
答复，《中华绒螯蟹销售计量规范》这一团体

标准已于今年 8?起实施，还将严格查处短
斤缺两等行为，通过投诉信息公示、行政处

罚信息公示等路径强化信用约束，倒逼企业

诚信经营。

规范市场行为，打击不良商家，消费者才

能放心花钱，不必担心遭遇潜规则。 当然，这
些应对之策， 能否长效解决 “一斤螃蟹半斤

绳”问题，还需现实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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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一下路口交通流量和周边道路的通行

情况，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汇报。”10月 13日下

午，临近晚高峰前，松江区人大代表、松江公安分
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庄继锋又来到嘉松南路、南期

昌路路口，查看交通情况。可变车道、相位灯、蓄车
量、车流量……路口的所有信息他了然于胸，来现

场查看了多少次，庄继锋自己也记不清了。
这个路口为什么如此重要？原来，这里是

G60高速通往松江新城的出入口，以前是松江的

“超级堵点”。“南期昌路西向东方向，以前早高
峰的车流要一直堵到 2个路口开外，短短 1.2公

里，要开半小时至 40分钟！”松江城区的居民不
止一次反映情况，相关领导也十分重视。

庄继锋告诉记者，松江新城高速出口设有 5

个收费口，对应外广场原本有 5条机动车道。“但

是由于收费口与路口距离较短，容易导致外广场
车辆积压。”同时，早晚高峰时段，路口左转弯车

辆和直行车辆易发生冲突，导致路口通行效率变
差，成为影响市民出行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堵点”难题，庄继锋带着交警
们，会同区交通委一次次现场查看、讨论方案，最

终做了三次“微手术”：第一次，将原先外广场的

五车道增至六车道；第二次，增设直行待行区和

电子显示屏，增加路口蓄车量；第三次，增设左转
弯信号灯，减少路口的冲突点。最新一次“微手

术”于今年 6月完成，效果很明显，如今，该路口
的拥堵情况已得到极大缓解。

1972年出生的庄继锋已在公安战线上奋战
多年，在担任交警支队长前还曾负责特警工作，

坚毅刚硬的外表下，有一颗严谨细腻的心。今年

疫情期间，他连续驻守 G60道口一线 57天，保
障协调各部门总计约 800名工作人员精密“运

转”，守护背后一城人的安危。

作为松江交通路网的“指挥官”，庄继锋说得
最多的就是“点面结合”———每一个路口的调整，

他都要在确保“大交通”总体平稳畅通的原则下，
再考虑“小交通”的局部调整，尽可能为民分忧解

难，让更多的道路资源供百姓使用。
担任松江区人大代表以来，庄继锋写的建议

不多，反而答复解决的多。光是这一季度，他牵头

研究并答复的社情民意就有 23条，每一条都需
要到各个街镇实地调研。“交通问题人人都会说，

老百姓的诉求很频繁，也很真实。但是站在管理
者的角度，我们不仅要考虑到部分群体的方便，

更要考虑到整体情况。”
交通问题的协调，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难

吗？面对记者的问题，庄继锋淡淡一笑：“履职这
几年，我认为人大代表主要做好协调沟通，要在

职权范围内尽量帮老百姓解决事情，同时，也做
好释法明理工作。”让他欣

慰的是，只要解释耐心到

位，大多数老百姓表示理
解。在走访社区的过程中，

原先仅仅出于自己利益的
诉求，比如在小区门口增设

红绿灯、打开中心隔离带
等，已越来越少了。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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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地图

来啦，快来找找哪个充电的地方离
你家最近，多走几步路，少几分危

险，杜绝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入
户，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家园吧！”近

日，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电动自
行车充电地图”上线，居民们纷纷

拍手叫好，都说有了这个地图，不

仅充电有了“方向”，生活也更安全
了。近年来，芷江西路街道试点 15

分钟生活圈，持续聚焦民生，整合
方方面面的资源，扎实开展服务和

基建，将各项民生服务成果转化为
全面、实用、可视化的“地图模式”，

为居民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
了诸多便利。

因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

芷江西路街道是当地居民宜居宜
业之所和不少外地来沪工作人员

首选的租住地之一，也是静安区
人口居住密度最高的街道之一，

居住型社区的特征非常明显。
如何让来到芷江西社区安居

的人们，拥有更多幸福感和满意
度？2018年，街道将社区便民服务

资源进行梳理，制成了“服务阵地
地图”。2019年 4月，街道又推出

了“菜场地图”。芷江西面积虽小，
却涵盖了 5家大型菜市场，无论你

住在社区的哪个角落，最多 15分
钟就能步行到达菜场。

今年 9 月，街道根据社区居
民的停车需求，通过推进非机动

车智能车库改建，打造管理平台，
不断强化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停放

及充电管理。街道秉持“堵疏”结
合的理念，加大电动自行车配套

设施建设及维护管理工作，将停车充电
设施逐步向门洞、围墙外延伸，探索形

成“智能充电桩、智能充电柜、智能停放
社区管理地图”等 3 种模式，统筹推进

建立和设置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

规范标准的集中充电和停放场
所，绘制社区非机动车停车“充电

地图”。
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居爱君

表示，考虑到居民停车充电的现实
需求，“堵”的同时更要做好“疏”，

将充电网络建设纳入社区“新基

建”，部门协作、企业发力，为百姓
谋福利。

新盛菜市场日均顾客流量
3000余人，首批安装在新盛菜市

场户外停车区的一排智能充电桩
已投入使用。记者在现场看到，充

电桩上面张贴有二维码，扫码可
使用，大多数充电桩处于使用状

态中。
同步引入社区建设的还有智

能充电柜，广泛分布在苏家巷、永
太等商品房集中的居民区。“不仅

仅是小区居民有充电需求，还有
商家、外卖小哥等群体的需求我

们也考虑到了。在商品房、街区引
入智能充电柜，就是为了方便他

们给电瓶充电。”居爱君介绍，充
电柜内有阻燃材料和热熔胶包

裹，还有断电保护装置。即使发生
火情，也能第一时间利用热熔胶

遇热熔化的特性来激活灭火装
置，及时预警并控制火灾。“扫码

打开柜门，再把电瓶放进充电柜
充电，手机 APP上能随时查看充

电情况，三五十元就能包月，安

全、省心又划算。”一名正在普善
路茶叶市场点位的充电柜前存放

电瓶的快递小哥如是说。
眼下，街道正积极探索由小区

向道路延伸加装智能充电桩，已选取示范

路，正与相关部门、企业对接推进示范路
建设。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三次“微手术” 拔掉大“堵点”
———记松江区人大代表庄继锋

扫码看交警老法师
拔除交通堵点

    “公蟹，6两 9；公蟹，6两 7……”浸水、起

笼，今天上午，“大泖牌”黄浦江大闸蟹开捕。

捕捞出来的“长腿欧巴”在脸盆里爬得活络，
养殖人员一一提起过秤，乐得合不拢嘴：“今

年蟹大，你看，个个壮实！”
松江泖港的大闸蟹喜迎丰收———亩均产

量相比往年增长约 20%，其中，“4 公 3 母”

（指每只公蟹重达 200克， 母蟹达 150克）的

“大规格蟹”占比逾八成。测塘数据显示，黄浦
江大闸蟹总体存活率达 80%，相比往年提高

约两成，为历年少有。
黄浦江大闸蟹的品种是由上海海洋大

学、上海市水产研究所等联合攻关，经过 16

年育种而成的第八代河蟹良种———江海 21。

“种质更优、环境更好、饲料更丰、规格更大、
品质更高。”对于今年黄浦江大闸蟹的特点，

上海市河蟹产业化体系首席专家王成辉如是
评价。

有了良种，更需要养殖良法。“每亩蟹塘
只养殖 600只河蟹，平均一平方米养一只蟹，

我们开玩笑说，这是‘住别墅’的蟹！”上海鱼

跃水产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王友成介绍，坚持
低密度放养、精心养护水草、科学搭配饲料

等，构成了河蟹养殖的“松江模式”。因此，黄
浦江大闸蟹个头肥满、回味鲜甜、黄膏油光。

“上海河蟹走‘高端品质’路线，规格大、

颜值高，长腿性状突出，个个是‘长腿欧巴’。”
王成辉告诉记者，十年前，上海河蟹“4 母 3

公”不到 20%，十年后的今天，“4 母 3 公”已
达过 80%，实现了品质与规格的双重提升。如

今，上海河蟹已经位列全国第一梯队，例如，

“大泖牌”黄浦江大闸蟹曾连续九届蝉联王宝
和杯全国河蟹大赛金蟹奖，并多次获得最佳

口感奖和最佳种质奖。
秋风起，蟹脚痒。这两天，已有大蟹寻着

岸旁水草探出身，密密麻麻爬上塘。“育肥成
熟后的蟹，会自然爬上塘来，我们只要根据订

单量来‘抓’，熟一个，抓一个。”王友成说，受

到水灾、病害等因素影响，今年国内不少大闸
蟹主产区产量减少、价格有所上涨；相比而

言，松江地产蟹品质持续上升，价格则维持 11

年不变。

上海河蟹产量价格保持稳定的背后，得
益于科技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品牌价值共

同体的形成。在松江，黄浦江大闸蟹上市之
前，每一个养殖合作社都签订有一份诚信经

营承诺书。从一家优秀养蟹合作社，到一个区
域品牌力打造，在互为联动中保持价格和品

质的统一，也成为松江养蟹合作社集体认同
的理念。 本报记者 杨洁

“住别墅”的黄浦江大闸蟹今开捕
“4公 3?”占比逾八成，价格保持 11?不变

“一斤螃蟹半斤绳”之题怎解？ 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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