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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的“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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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通常“成双成对”
怀疑“人为放生”

在河南平顶山汝州市城市中央公园抽

水抓捕鳄雀鳝后，虹口区河长办、市政水务

部门和江湾镇街道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日

前在虹口区沽西浜河道成功捕捞到一条长

约1米、重达8.2千克的鳄雀鳝，并作无害化

处理。

据了解，沽西浜是位于虹口区丰景湾居

民区内的一条300余米长的封闭河道，东起

南泗塘，西至华严路，经过多年治理，河水清

澈，游鱼成群，曾于2018年获评上海首届“最

美河道”。

记者在这条鳄雀鳝被捕捞几天后来到沽

西浜边，只见清澈的水面上有鱼、龟和两只鸭

子游弋。丰景湾居民樊先生为几天前的捕捞

行动叫好：“以前，这条河浜里的鱼比现在多，

鳄雀鳝那么凶猛，如果不是这次被捕捞起来，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河浜里的鱼吃光了。”

不过，自称第一个在这条河浜里发现鳄

雀鳝的市民葛君成还是有点担心。他说，一

年前他就在这条河道里发现了鳄雀鳝，当时

鳄雀鳝在沽西浜东段靠近丰镇路100弄14号

门口边的河水中，而且有两条！只是那时候

不知道鳄雀鳝那么凶猛、危害那么大，所以没

有进一步向有关方面反映。

沽西浜河道里的鳄雀鳝是否真有两条，

另外一条是否还在这条河浜里？目前尚不能

完全确定。不过，根据记者得到的有关情况，

暂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被捕捞的那条鳄

雀鳝是附近一家商铺饲养后放生的。也有居

民猜测，鳄雀鳝是有人从花鸟市场买来的。

记者连日调查发现，花鸟市场里还真有鳄雀

鳝。待售的鳄雀鳝，一般一公一母“成双成

对”被放在鱼缸里，多名销售鳄雀鳝的商家推

荐成对购买饲养，并坦言其他人大多是这样

购买的。

线上突然“失踪”
线下“内样”销售

调查中，记者发现，虽然在淘宝等电商平

台上，曾经一度能通过输入“福鳄”“尖嘴鳄”

等关键字找到售卖鳄雀鳝活体的商家——有

的商家甚至月销售量达1000多。但在此次中

秋假期，再输入同样关键字后，弹出来的不是

售卖鳄雀鳝活体的商家，而是标称实心硬塑

胶的各种仿真鳄雀鳝模型玩具。

而在线下的岚灵花鸟市场、宝丰花鸟市

场、杨浦公园花鸟市场等处，虽然一些自称曾

销售过鳄雀鳝的商家说市场里那些仍在销售

的雀鳝是鳄雀鳝，但实际销售雀鳝的商家却

一般都讳提鳄雀鳝这个名字。

其中，岚灵花鸟市场内的“清海水族

馆”销售人员在介绍所售雀鳝名称时，脱口

而出一个“鳄”字后就停顿下来，改口称是

“湖鳝”；宝丰花鸟市场内标称“森森水族”

“永辉水族”“恒发水族”等字样的门店内，

销售人员说所售的雀鳝是“长嘴鳝”等；杨

浦公园花鸟市场内的一个商家则只称是

“雀鳝”。

唯一例外的是，宝丰花鸟市场内，一水族

馆的销售人员不但坦言所售的是从广东进货

的鳄雀鳝，而且说鳄雀鳝成长快，一年就能长

到十来斤。询问中，销售员虽然明确表示知

道鳄雀鳝的危害，但直言现在没有法律禁止

市民买鳄雀鳝回家养殖观赏，同其他观赏鱼

一样销售并不违法，至于购买者买回去后是

否违法放生，他们管不着，只能提醒。

规范售卖行为
严禁擅自放流

虽然售卖商家知道鳄雀鳝的危害，也认

为有向购买者提醒的义务，但销售时，存放鳄

雀鳝、巴西龟的鱼缸上面，除个别标有价格说

明外，没有任何提醒字样——基本上同其他

存放观赏鱼的鱼缸一样，连鱼的名字标识也

没有。

得知鳄雀鳝的危害后，多名接受记者采

访的市民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若想堵住

鳄雀鳝的观赏到放生之路，最好有相应规定

来规范，让销售者至少尽到必要的提醒义务；

同时，如果有相应的名称等信息介绍，也能给

购买或观赏者普及相应知识。

据了解，今年初，《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

“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

见》中明确指出，严禁放流不符合生态要求的

水生生物，严禁放流外来种、杂交种、选育种

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要规范

社会放流水生生物来源，严禁从农贸市场、观

赏鱼市场等渠道购买、放流水生生物。对违

反相关规定擅自投放外来物种或其他非本地

物种的行为，要依法责令限期捕回并予以相

应罚款。

鳄雀鳝、巴西龟、小龙虾、太阳鱼等均已

被列入禁止放流的常见国外外来物种名录，

最普通最常见的观赏鱼锦鲤、金鱼等也都属

于禁止放流的常见选育种。这些禁止放流的

常见水生生物外来种、杂交种和选育种的主

要危害，包括捕食攻击原生物种、竞争排斥原

生鱼类、大量吞食鱼卵和鱼苗、破坏水域生态

环境、造成本地物种基因污染等。

本报记者 元水元

本报记者走访调查多个花鸟市场

商家换个名头偷偷销售鳄雀鳝
继河南平顶山汝州市城市中央公园抽水

抓捕鳄雀鳝后，上海也在中心城区河道里抓捕
到了鳄雀鳝（相关报道详见本报9月5日第5
版）。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尽管鳄雀鳝的“恶
名”已传得沸沸扬扬，尽管线上销售渠道已然
收敛，但如同一些市民猜测的那样，还是有人
在线下花鸟市场以“湖鳝”“长嘴鳝”等名头偷
偷销售鳄雀鳝。

今天早饭你吃的是什么？恐怕不少人
和我一样，是刚刚“过气”的月饼。
过了中秋，月饼就不再拥有“明星光

环”。每年如此，节后月饼大量过剩。过剩
的月饼有几种出路：较多的是清仓大甩卖，
原价199元的礼盒一折出售，或是回收送到
乡里集市去出售；二是发放福利，厂家回收
卖不出去的月饼后，分发给厂里的员工作为
福利；三是就地销毁；四是用来喂猪；五是陈
货旧用，把馅留下，来年再加外皮制成月饼
重新出售。这几年，更有不少高校发明出
“黑暗料理”，在中秋过后，将月饼做菜，与西
红柿、辣椒等一起烹饪做成菜品。
节令食物，其实都会面临“过气”这样的

尴尬问题。但为何粽子、青团就不像月饼这
样被迅速“打入冷宫”，身价暴跌？这主要还
是月饼过度商品化闹的鬼。
相比价格和吃口比较“日常”的粽子、青

团等食物，月饼的价格往往因过度包装和噱
头而飙升，而月饼过于甜腻的口感也让其难
以成为日常餐桌上的一分子。

这些年，商家通过各种努力把月饼打造
成了高端产品，精美绝伦的包装及超乎寻常
的价位之下，却是高糖、高脂肪、高盐的食品
本质——月饼的糖含量高达45%—55%，油
含量高达30%以上，盐含量也较高。因此，
月饼也被称为“热量炸弹”，不少人包括一些
糖尿病患者、肥胖人群等都不愿食用月饼。
这使得月饼哪怕被再利用如炒菜等，也显得
不健康。
此外，这些年月饼的外包装越来越精

美，不但价格因此水涨船高，而且包装风格也
让月饼难以成为四季“常驻嘉宾”留存市场。
让月饼回归为一般的普通食品，是“拯

救”月饼的最好方式。不妨考虑从源头上改
变月饼制作的理念，将其打造成一种日常食
品，而非尝鲜食品。一方面，需要制定月饼
的糖、脂肪和盐等的含量标准，让低糖、低脂
肪、低盐的健康月饼占领市场。另一方面，
也要消除月饼暴利的土壤，让消费月饼就像
人们消费其他小吃和点心一样，一年365天
都可以食用。让月饼，也能够“再就业”。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家门口的科学育

儿阵地在哪里？“浦宝服务站”来了，可以让新

手妈妈们按图索骥、各取所需。昨天，由浦东

新区文明办、妇联、教育局、卫健委联合主办

的第二十一届家庭文化节启动暨“浦宝伴成

长 服务家门口”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嘉年

华活动在浦东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市婴幼

儿家庭教养领域的专家学者、媒体机构为

0—3岁宝宝和家长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善

育”活动。

本次活动中，浦东新区从现有的服务阵

地中认证并统一授牌了一批“浦宝服务站”，

发布了“浦宝”伴成长空间在线地图1.0版，开

放“浦宝空间”线上与线下各街镇服务站形成

联动。家长可通过“科学育儿在线地图”线上

实现各街镇科学育儿的情况搜索、查询、浏览

等服务，了解浦东新区36个街镇各服务站的

详细信息及全年的活动安排。

据悉，今年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嘉年华

活动将持续到12月，全区将开展197项科学

育儿指导活动。

在活动现场，相关部门开展了《我与宝宝

共成长——0—3岁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手

册》的赠阅活动，新生婴幼儿家庭可以按需免

费领取，让广大家庭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优

质的育儿指导服务，缓解广大家长的育儿焦

虑。同时，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婴幼儿喂养要

点与常见误区》健康育儿讲座、《吃得好、睡得

香，健康宝宝养成记》科学育儿沙龙、0-3岁

亲子家庭阅读指导等活动。

据悉，浦东新区第二十一届家庭文化

节将有146场系列活动惠及更多家庭。同

时，今年也是浦东开展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

嘉年华活动的第4年。自2019年以来，浦

东新区聚焦“最柔软的群体”，通过儿童友

好社区、科学育儿指导站、儿童早期发展

基地等阵地的建设，构建了36个街镇全

覆盖的婴幼儿医教养公益服务家门口体

系；通过亲子活动、专家讲座、面对面咨询

指导等方式，持续推动学龄前儿童善育工程

的“五进”新模式，合力打通科学育儿的“最

后一公里”。

家门口有了科学育儿阵地

“浦宝服务站”助力新手妈妈

■ 内鸟市场内，何家的售货鱼缸上没有任何
样醒字样 元水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