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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杭州亚运会即将在 9 月举办。为

迎亚运，国大城市广场特别企划“亚洲你好”主

题的巨幅“亚运亚洲地图”在五楼展出。以“亚

洲地图”为蓝本，结合亚运举办城市、杭州亚运

会等相关元素创作绘制成一幅400㎡的巨幅国

画地图，打造杭城“超级符号”，在杭州，向亚洲

问好，致意亚洲命运共同体。

夜幕降临时，国大楼体炫幕亮灯，用亚洲多

国语言打出“亚洲你好”，欢迎杭州市民前往打

卡拍照。

本报记者 刘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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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热心市民张先生向记者爆料：自己上周和朋友在大排档吃饭，无意间发现了海捕的梭子蟹和豆

腐鱼。

现在正值东海伏季休渔期，海捕海鲜是不应该出现在市面上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末的夜晚，正值外出就餐的高峰期。本报记者暗访了杭城两处规模较大的海鲜大排档，还特别约

上了浙江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的工作人员，帮忙判断一下哪些海鲜是不应该在休渔期出售的。

本报讯 8月1日本来是“小开渔”的日

子。这一天中午12时，桁杆拖虾、笼壶类、

刺网、灯光围（敷）网四种作业专项特许捕

捞渔船（含辅助船）将结束伏休。

但受台风影响，浙江省渔业防台指挥

部研究决定：原定开捕时间统一推迟，在 6

号台风卡努影响结束前，所有渔船一律在

港避风，休闲渔船全部停止营业，海上养殖

人员全部撤离上岸。

记者从宁波象山县渔业局获悉，象山

籍2516艘渔船就近进港避风，这其中包括

上千艘已经取得 8 月 1 日特许出海捕捞的

渔船。此外，不少在象山海域的福建海钓

船也就近回港避风。

在象山崇站港和蟹钳港避风锚地，密

密麻麻的渔船通过牵引绳连接在一起。在

台风影响期间，船老大们将安排船员开展

24 小时值守，象山县相关部门也积极采取

引航和服务措施。

记者电话联系上浙象渔49283船老大

方建光。“急死啦，都盼着出海呢！”方老大

是石浦人，前天把船从石浦港开到了崇站

港，“我们这里一点风都没有，希望台风快

点北上，我们就可以出海捕梭子蟹了。”

方建光说，浙象渔 49283 是一条流网

船，已取得了特许证，只要一解禁，马上就

会开赴舟山海域捕捞梭子蟹等，渔获会通

过渔运船送到舟山沈家门码头。据了解，

梭子蟹是每年 8 月的网红海鲜，虽然还没

开渔，但这几天各路电商已经开始吆喝了。

本报记者 唐旭锋 通讯员 计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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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雯 文/摄

缠满丝网的梭子蟹
是非法捕捞的

晚上7点多，到达黄龙海鲜大排档时，户外受台

风的影响正下着雨，但这点雨并没有影响大家外出

就餐的热情。大排档就餐大厅里桌桌爆满，还有源

源不断的食客走进来。

大排档的冰鲜区和暂养区里，有各种生猛海鲜，

除了鲍鱼、象拔蚌、龙虾、帝王蟹等进口海鲜外，像东

海海钓的带鱼、岩头鱼、金线鱼等也有在售，鱼的个

头都不小，价格也不便宜。

渔政工作人员看了看，这些鱼的嘴巴里都有鱼

线和鱼钩，应该是海钓船只垂钓捕获的鱼获。在禁

渔期，海钓是唯一允许的作业方式，这些鱼也是可以

合法上市销售的。

梭子蟹，是爱吃海鲜的浙江人的最爱。

虽然这种螃蟹也有海塘养殖的，但因为养殖成

本远高于海捕，市售梭子蟹基本都是海捕的。那么，

消费者应该如何区分梭子蟹是海捕还是养殖的？

在大排档暂养海鲜区，我们就发现了几缸海捕

的梭子蟹。

渔政工作人员把螃蟹捞出缸，翻开肚子这面，看

到了缠绕在蟹脚和蟹身上的丝网，“很明显，这是海捕

蟹。养殖螃蟹是用笼捕和网兜方式捕捞的，蟹身上不

可能缠有丝网，丝网也是禁渔期非法禁用渔具。”

记者注意到，这处大排档在售的梭子蟹个头比

较大，单只有七八两，虽然夏天的都是肉蟹没有膏，

但价格标到了 200 多元一斤，基本等同于春节期间

红膏梭子蟹的价格。

在这个大排档，除了梭子蟹，我们还发现了一些

规格较大的刀鱼，因为这种鱼是无法通过海钓捕捞

的，对刀鱼的合法来源，渔政工作人员也打上了问

号。

无法养殖
摊位上的豆腐鱼“露馅”了

记者和渔政工作人员到达位于石桥路的第二个

海鲜大排档时，已是夜里9点多。

虽然过了正常饭点，但记者还是发现，大厅里的

餐位至少还有 1/3 的人在用餐，不过旁边一些售卖

海鲜的档口，摊主已经开始收摊了。

随便逛了几家摊位，渔政工作人员发现了东海

禁渔期非法捕捞标志性鱼种——豆腐鱼：“豆腐鱼

没有人工养殖的，如果从冷库取出来，解冻后会变

得稀碎，我们面前的这堆是冰鲜豆腐鱼，无疑是非

法捕捞的。”

这些豆腐鱼，老板报价40元一斤，而开海以后，

这种鱼在菜市场里的正常售价也就5~10元一斤。

在海鲜档口，我们发现了四五家非法销售海捕

梭子蟹的摊位，普遍分量是三四两一只，售价在每斤

80元~90元。

在一家摊位前，记者佯装食客询价。

老板娘一开始支支吾吾，一直回避自己贩卖的

是海捕梭子蟹，看我们一直嫌价格太贵犹豫消费，对

方索性摊牌：“现在是偷偷出去捕的，所以价格贵，你

们过几天再买来吃吧，价钱可以便宜一半。”

在现场，我们还发现，其中有一家摊位出售的梭

子蟹个头非常小。渔政工作人员目测，属于全年禁

售禁捕的幼鱼规格。

除了东海梭子蟹，这里还有南海的兰花蟹、红花

蟹等螃蟹，也都是禁渔期非法捕捞鱼获。

受台风“卡努”影响，原定开捕的时间将统一推

迟。杭州人要在开渔后吃到东海现捕海鲜，还得开

渔2~3天以后。

针对两处海鲜大排档在禁渔期销售非法捕捞渔

获的情况，记者目前已经反馈给属地相关部门。

本报记者暗访杭城多家海鲜大排档

东海还在休渔期
海捕的蟹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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