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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2019年6月6日上午九点，杭

州种福堂中医院举办杭州市民间

中医药发展促进会信息宣传中心

授牌仪式，同时医院首届八段锦学

习班也于当日开班。

杭州市卫健委中医处处长周

侃、杭州市民间中医药发展促进会副

会长童蒙应、浙江科技学院王克春

教授、宁波胜山癌症康复协会会长

王建楚、杭州市民间中医药发展促

进会副会长、杭州种福堂中医院院

长孙彩珍等参加活动。医院康复俱

乐部康复会员相互交流学习，并在王

克春教授指导下体会练习了八段锦。

孙彩珍院长认为：“八段锦易学

实用，本次是种福堂的首届八段锦

学习班，未来我们还将坚持开设此

课程，来帮助肿瘤病人修养身心。”

杭州市民间中医药发展促进会信息宣传中心授牌仪式
暨杭州种福堂首届八段锦学习班开班活动顺利举行

在增殖放流的海水鱼类苗种中，钱报记

者发现，吃货们心心念念的梭子蟹下线了。

以前每年东海增殖放流，梭子蟹都是唱

主角的，为什么这两年缺席了呢？

“2014~2015 年，浙江沿海捕捞的梭子

蟹量开始猛增，根据相关统计，这几年产量有

7 万~8 万吨/年，过去大约是 4 万~5 万吨。

增量的原因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和连年的

增殖放流不无关系。”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专家徐开达告诉

钱报记者，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承担着浙江省

海洋渔业资源的普查工作。前几年，沿海梭

子蟹批发价便宜到只有几毛钱一斤，捕蟹又

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渔民抱怨捕蟹不

赚钱，我们就建议增殖放流取消梭子蟹，所以

最近两三年，全省大规模增殖放流中已经取

消梭子蟹这个品种了。

因为原本丰富的东海大黄鱼发生了枯

竭，这几年增殖放流中，大黄鱼鱼苗的量一直

都比较大。

考虑到浙江沿海岛屿众多，岛礁型鱼类，

黑鲷、黄鳍鲷、石斑鱼等新晋品种，在增殖放

流中开始逐渐增量。

“鲷科鱼类、石斑鱼的洄游范围很小，喜

欢栖息在岛礁附近生活，它们的味道很鲜美、

肉质肥厚，又少刺，是丰富百姓餐桌的一道美

味。”

徐开达说，关键是鲷科、石斑鱼还很容易

上钩，特别适合我省开展海岛近岸垂钓等休

闲渔业活动。

梭子蟹这几年产量猛增不再放流
黑鲷、黄鳍鲷、石斑鱼成新晋品种

本报讯 钱江晚报记者昨天从萧山区获悉：杭州机场城市

大道的限速，由原来的50公里/小时，调整至60公里/小时。

5 月 14 日，钱江晚报报道了杭州机场城市大道限速太低

的问题。司机一脚油门踩下去，很容易超速 50%以上，不仅

驾照 12 分被扣光，还得进学习班，重新学习考试。杭州的司

机们挺憋屈：这么好的路，限速50公里/小时。

这条路2016年8月22日正式建成通车，运营3个多月，各

类事故不断。夜间、凌晨时段，以及路口的交通事故占比较大。

去年 11 月，一位网友在萧山网络问政网站上，问了机场

大道限速的问题。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当时这么回应：

“机场城市大道两边有村庄，且村道口较多。据统计，前几年

此路段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出于安全

考虑，暂时不进行提速的修改，后期将逐步合并机场城市大道

两旁的村道口，并按城市道路限速规定，适当提速。红绿灯配

时需要结合区域道路统筹配置，我们也会运用科技加快建设，

结合道路实际更加合理地调整配时。”

钱报记者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由于市民对这条道路限

速问题的反映比较多，萧山区相关部门当时正在着手研讨机

场城市大道该不该提速、提速多少等相关问题。

昨天下午，这一问题终于等来了回应，萧山政务网正式发

布“关于调整机场城市大道最高限速”的通告，6 月 15 日零时

起，机场城市大道（区界至规划经二十一路）路段，限速由 50

公里/小时调整至60公里/小时。

但需要提醒的是，这几天机场城市大道还未提速，可不要

提前踩油门哟。 本报记者 陈伟利 孙燕

杭州机场城市大道
限速提至60公里/小时

本报记者 施雯 通讯员 高晓晓 杨旭斌

昨天下午，“全国放鱼日”暨浙江省海洋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在舟山举行。

社会各界人士在舟山普陀莲花洋海域增殖放流大黄鱼、黑鲷等苗种600多万尾；同时，杭

州、宁波、温州和台州等地也同步放流海水、淡水鱼类苗种1000多万尾。

钱江晚报记者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接下来的一个月，全省江河湖海还将放流各类

水生生物苗种15亿尾以上。

浙江省海洋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昨天在舟山举行

放流大黄鱼、黑鲷等苗种600多万尾——

持续3年培育“鱼宝宝”
东海渔业迎来“婴儿潮”

放流现场。 《机场城市大道限速50码
司机一不小心扣光12分》后续

《机场城市大道限速50码
司机一不小心扣光12分》后续

过去 3 年，浙江省投入资金 4.7 亿元，累

计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 166 亿单位，

取得了重要水域渔业资源的初步性恢复。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春夏鱼类繁

殖季节，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就在嵊泗、岱

山、大陈岛三地用专业船只，通过每天捕捞一

网鱼的方式进行东海海洋渔业资源监测。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我省东海海域幼鱼

资源的发生量达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3倍。

东海似乎迎来了“婴儿潮”，这是否意味着，

渔民能捕到更多的鱼，我们能吃到更多海鲜了？

“我要遗憾地告诉你，‘小宝宝’虽然都出

生了，但他们长到‘幼儿园’就可能由于种种

原因夭折了。”

徐开达说：“过去东海一只墨鱼 1 斤重、

一条大黄鱼几斤重的好日子，还是没能回

来。这些年，由于捕捞船只和捕捞量的增加，

我们吃到的鱼要比从前小很多。”

钱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2014年

底，我省拥有渔船 20814 艘，功率 337 万千

瓦。2016 年起，我省开始开展减船转产，目

标减船量2580艘，功率43万千瓦。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离鱼虾肥美满鱼

舱的日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浙江东海幼鱼资源回升
达上世纪90年代3倍
浙江东海幼鱼资源回升
达上世纪90年代3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