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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里 20 个村纷纷效仿引进，余
慈地区数个乡镇前来取经，宁波市
农业农村局、宁波市垃圾分类办等
专家考察团给予点赞。在杭州湾新
区富北村，村民自主研发的一套智
能设备为农村垃圾分类装上“智慧
脑”，吸粉无数。

富北村是庵东镇推动农村垃圾
分类工作的第一批试点单位，人口
密度大、流动人口多，工作该如何开
展？正当富北村妇女主任应女杰困
惑时，长期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丈
夫给出了建议：关键是让村民养成
垃圾分类的习惯，不妨给每家每户
的垃圾桶装上“智慧脑”，让其充当
监督员，倒逼村民形成正确分类的
自觉。

“类似技术在城市不罕见，但购
买得花不少钱。”应女杰说，丈夫结

合本村实际，研发出一套智能设备，
通过建立“智能账户”，推行“一户一
桶一卡一芯片”智慧分类，实现了垃
圾前端分类、中途运输和末端处置
的全过程、全天候、全方位监管。

记者采访时，垃圾收运员张长
真正挨家挨户收运垃圾，只见他将
垃圾倒入收运车前，都要做一项特
殊的打卡工作。原来，每个看似普
通的垃圾桶上都贴有一张芯片，每
个芯片有对应的农户信息，而垃圾
收 运 车 也 具 备“ 智 慧 脑 ”，只 要 将
垃 圾 桶 放 到 垃 圾 车 的 智 能 设 备
上 ，电 子 屏 幕 上 就 会 显 示 出 对 应
村 民 的 信 息 ，并 对 该 村 民 分 类 的
垃 圾 自 动 称 重 和 拍 照 ，收 运 员 检
查分类情况后，点击优秀、合格、不
合格的对应按钮，对该村民分类工
作进行考核。

前端采集的大数据实时传输到
管理后台，实现垃圾分、收、集、运等
各个环节的实时监控，推动垃圾分

类有源可溯。“每个保洁员一天收了
几次垃圾，收了多少农户，一共收了
多少量，多少农户分类准确，哪些农
户分类错误都有相应的数据明细统
计，而且数据每天叠加。分类准确与
否后台自动积分，这也是村里每个
月积分兑换奖品的重要依据。”富北
村环境专管员杨成芳说。

“所有的数据会显示在位于村
委会大厅的电子屏上，接受村民共
同 监 督 ，形 成 共 治 共 管 的 良 好 氛
围。”杨成芳说，通过数据分析模块，
他们可以随时了解收运轨迹、采集
信息等情况，对垃圾收运员的工作
进行考核；也可以通过红黑榜单、积
分汇总表等模块精准了解农户分类
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农户分类，实
现“数据赋能”。

为了真正实现有源可溯、有证
可查，该设备的拍照功能发挥了“取
证”作用，分得好不好、评得对不对，
一目了然,存有疑惑可调出照片查

证。据了解，收运的所有厨余垃圾将
运往该村占地 240 平方米的有机垃
圾处理中心，无害化处理后产生沼
液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村民使用。

据介绍，作为杭州湾新区首个
推行垃圾分类“智能化+大数据”模
式的试点单位，富北村最初将西小
区 117 幢房子、189 户村民试点，取
得了较好成效，目前该模式已在全
村铺开。富北村自主研发的垃圾分
类智能收运车因花费少、智能化等
优势，周边乡镇已引入投用 100 多
辆。

“眼下我们正在探索垃圾四分
类智能项目，构建强联动、广覆盖的
数字网络体系，不断提高村民垃圾
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做
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富
北村党总支书记孙纪权说，富北村
在获评全市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示范
村的基础上，今年将向省级示范村
目标迈进。

村民自主研发智能设备
杭州湾新区农村垃圾分类装上“智慧脑”

“ 串 乌 ” 之 所 以 有
名，并非因为它是象山

港蓝点马鲛鱼的特有品
种，而是象山港这个“生态

大鱼池”为马鲛鱼洄游产卵，
安置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它具

有了独特意义。渔业部门相关人
员说，试想一下，一条马鲛鱼经过
上千公里跋涉，闯过一道道海上

“封锁线”，好不容易游进象山港“生
儿育女”，“我们有责任维护好象山
港这个大‘产房’，让鱼儿安心生产，
繁衍后代。”据悉，像这样的产卵地，
在我国东南沿海有多个。

早在 2010 年 11 月，农业部批
复在象山港内设立象山港蓝点马
鲛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是全国唯一的一个马鲛鱼种质资
源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 39719 公
顷，差不多覆盖整个象山港，除了
保护蓝点马鲛鱼，还包括大黄鱼、
小黄鱼、银鲳、黄姑鱼等。

如何更好地保护象山港蓝点
马鲛鱼，是一个综合性课题。最
近几年，随着政府减船转产政策
实施，象山港内清理了数百条渔
船，而且从 2017 年起，休渔期提
前到 5 月 1 日开始，加上“一打三

整治”持续推进，严打偷捕，为
马鲛鱼洄游进港产卵提供了有利
条件。但从整体看，居高不下的
捕捞强度，对马鲛鱼乃至象山港
内其他鱼类的资源恢复来说，仍
然是沉重压力。

“与大黄鱼、黄姑鱼相比，凶
猛的马鲛鱼很难驯化，还无法实
现全人工繁殖，也做不到增殖放
流。”郑春静说，几年前曾用网箱
试验养马鲛鱼，小鱼养到半尺来
长，海水水温一升高，“一夜间全
蹿出网箱跑光了。”因此，要加速
恢复象山港马鲛鱼资源，还要加
大科研攻关力度，破解繁育难题。

除了压缩捕捞强度，改善海
洋环境也很重要。咸淡水交汇的
象山港是天然的育苗场，但沿岸
渔民反映，近年来海底垃圾沉积
越来越多，网撒下去，鱼虾没捕
到，拉上来的尽是各种垃圾。海
底底质层破坏，鱼卵就没办法顺
利孵化。“最好对象山港再做一次

‘体检’，摸清渔业资源和海洋生
态环境现状，科学规划、综合施
策。”渔业专家说，象山港保护好
了，有望促进浙江沿海马鲛鱼资
源的恢复。

多措并举，保护好马鲛鱼产卵地“春事刚临社日，杨花飞送鲛鱼。”每年清明前
后，在外海洄游了上千公里的蓝点马鲛鱼开始陆续
往象山港里进发，寻找适合的产卵地繁衍后代。这
时候的马鲛鱼被浙江沿海群众视为美食，并起了个
特别的名字“ ”，土话谐音为“串乌”或“川
乌”。

近年来，在持续的商业炒作下，“串乌”成了众

人追逐的“明星鱼”，捕捞强度也在升级。而另一方
面，层层密网网罗之下，蓝点马鲛鱼洄游通道受阻，
进入象山港安静待产越来越难。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马鲛鱼担任着重要角色，“象山港蓝点马鲛鱼是珍贵
的资源，是大自然对宁波的一份恩赐，需要
有更好的措施加以保护象山港生态多样
性。”渔业部门相关人士表示。

蒋儿军是奉化裘村镇应家棚村
的渔民，3 月 21 日下午，他和两名
伙伴驾船下海，在港里布网捕鱼，“我
们 10 天前开始捕，一共才捕到 4 条，
最近两天都吃‘零蛋’。”蒋师傅说，现
在马鲛鱼大多在外海，游进港的极
少，应家棚村 30 来条渔船，这几天捕
到鱼的，仅占十分之一。

根 据 蒋 师 傅 20 多 年 的 捕 鱼 经
验，每年要到 4 月 10 日以后，象山
港里的马鲛鱼才逐渐多起来，性腺
也成熟了，背上呈现出一条明显的
蓝 绿 色 斑 纹 带 ， 这 时 才 能 叫 “ 串
乌”。但早在 3 月上旬，一些自媒
体、营销号以及网站就开始传播象
山港“串乌”开捕上市的新闻，以
吸 引 眼 球 ， 身 价 高 的 每 公 斤 400
元。“都是乱说的，这么早捕来的马

鲛鱼，多产自福建和浙江的外海。”
蒋儿军说，等到马鲛鱼 4 月中旬之
后大量进港，售价回落到每公斤 70
元至 80 元，这才正常。

提 早 “ 游 ” 上 朋 友 圈 的 马 鲛
鱼，个个身价不菲，一条鱼号称要卖
2000 多元，还被人冠以“开春第一鲜”
称号。据记者所知，今年还有水产商
户新开发出了“串乌”大礼包，3 月中
旬开始订货发售。“好像越早吃到，越
显得自己有能耐，这样营销走偏了。”
驾船执法 30 多年，熟悉象山港内各
种水产品的市海洋与渔业执法队赵
船长对近年来的这股炒作风颇为感
冒，觉得有误导之嫌，“马鲛鱼并不是
名贵的鱼，花上比平时高几倍的钱来

‘抢鲜’，没意义。”
渔业部门人员说，以前宁波人对

“串乌”的热情没这么高，这两年随着
微信等的传播，把人们给鼓动起来
了，清明“串乌”涨到了每公斤近 300
元，比进口的鱼虾还贵。记者从路林
水产市场获悉，眼下上市的马鲛鱼，
基本上是外海捕来的，有些商贩挑出
少数背线变色的鱼，以象山港“串乌”
之名卖高价，到了菜市场零售终端，
更是真假难辨。上周六，记者在鄞州
钟公庙菜场看到，有好几个摊位在卖
马鲛鱼，有叫象山港马鲛鱼的，有叫

“串乌”的，价格差异很大。一位摊贩
道出实情，其实都是从外海捕来的普
通马鲛鱼，“傍个象山港名头，抬高身
价，大多数消费者是搞不清的。”

营销号过度炒作，象山港“串乌”真假难辨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林建国

装备“智慧脑”的垃圾收运车。（黄贲 黄程 摄）

咸祥横山码头，渔民整理渔网准备出海作业。
（图片均为余建文摄）

裘村海域众多渔船等待涨潮出发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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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没到马鲛鱼大批进港的
时候，自 3 月中旬起，象山港里陆
续有近百条小渔船开捕。渔业执法
人员说，马鲛鱼旺发一般每年 4 月
15 起，持续约一个月，在清明前
后，象山港里平均每天有 300 条以
上的渔船在作业，昼夜不停。

捕捞马鲛鱼使用的是专用流刺
网，布网长的有 1000 多米，在象
山港内外，密密麻麻，组成“网
阵”。渔业专家介绍，蓝点马鲛鱼
分布在我国南起台湾海峡、北至渤
海辽东湾的近海水域，范围很大，
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在北
方，人们所称的“鲅鱼”“竹鲛”，
其实和南方的马鲛鱼是同一个品
种。

不同区域的马鲛鱼有自己的洄

游通道，每年春季时到咸淡水交界水
域来产卵，寿命长的达 10 年。来自
浙闽交界的马鲛鱼，向北进入象山港
产卵、孵化出小鱼。等到 7 月，随着
海水水温升高，大部分马鲛鱼再沿着
海岸向北，游到江苏、鲁南海域。而
在外海的洄游通道上，大大小小的拖
网、流刺网渔船，层层拦截，对马鲛
鱼的杀伤力巨大。

网越设越多，鱼越抓越少。根据
东海水产研究所相关调查数据，历史
上象山港蓝点马鲛鱼资源量约为 400
吨，几乎与近年来的捕捞量相当。据
宁海县统计，最近三年，强蛟、西店
两地的渔船马鲛鱼单船捕获量处于持
续下降中，去年因为产量太少，很多
渔民不愿下海。鄞州咸祥镇渔民老张
说，一条船雇两个工人，工钱加油料

钱一天要 1000 元，“2015 年前，港里
的马鲛鱼挺多的。这几年是网越拉越
长，鱼越抓越小，产量不及以前一
半，条重超过 3 公斤的已难得了”。

根 据 相 关 调 查 资 料 ， 30 年 前 ，
洄游象山港海域产卵的蓝点马鲛鱼平
均体长 630 毫米，而近年来体长缩短
至 532 毫米，个体平均体重更是从
1900 克下降至 1474 克。市海洋与渔
业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郑春静长期关注
蓝点马鲛鱼的资源保护问题。“这几
年象山港捕上来的蓝点马鲛鱼不仅个
体 变 小 ， 还 出 现 了 性 成 熟 提 前 现
象。”郑春静说，除了过度捕捞是重
要因素外，还跟近海物种资源衰退，
海洋饵料生物丰度下降等有关系，长
此以往，蓝点马鲛鱼就有种质退化的
危险。

层层设网围捕，资源呈现衰退趋势

◀为食客
所追捧的“串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