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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牟山湖大闸蟹的售
价较为稳定，3 两左右的大闸蟹
单只价格 30 多元，3 两半的单只
价格 40 多元，这两种重量的螃
蟹是销售主流。4 两以上的大闸
蟹数量比较少，价格自然也较
高，一般单只价格 50 元起。对
比市面上江苏、上海的大闸蟹，
为什么牟山湖大闸蟹的价格高出
不少，还有这么多人买单？

“最主要是好水出好蟹，我
们是用牟山湖的活水养殖大闸
蟹。”周思铭告诉记者。目前，
牟山有三种大闸蟹养殖模式：一
是在牟山湖限养区内的大水面围
网养殖，采取不投饲料的生态养
殖方式；二是在环牟山湖的池塘
内生态养殖，适当种植水草和投
放螺蛳，并投喂少量玉米；三是
在牟山湖及周边河道增殖放流。
无论哪一种模式，都是使用牟山
湖的活水进行养殖，出产的大闸
蟹不仅壳清如洗、肉质鲜美，有
些甚至连鳃都呈透明状，优良品
质可见一斑。

目前宁波市场上销售的外地

大闸蟹在进入消费者餐桌前，需
要经过捕捞、装箱、转运、分发
等 一 系 列 物 流 程 序 ， 时 间 长 、
流程多，作为生鲜的大闸蟹免
不了要折损新鲜度。而牟山湖
大闸蟹主要依托当地农家乐直
接销售，基本能实现当天抓捕
次日销售，极大缩短了大闸蟹
从产地到餐桌的时间，保持了
新 鲜 度 ， 自 然 口 感 好 、 味 道
鲜、回头客多。“很多客户加了
我的微信，到了大闸蟹上市的季
节就会来订购，我们直接快递过
去。”大闸蟹养殖户黄迪斋说，

“都是长期合作的老客户了，价
格基本不变。”

此外，牟山的大闸蟹养殖户
具有较强的品牌意识，不仅注册
了各自的大闸蟹品牌，如“牟山
湖”“牟湖”“牟丰”“渔绿园”

“好和饭”“毛峰”等，也注重维
护品牌形象，对产出的大闸蟹有
较 高 要 求 。“ 做 人 做 事 都 讲 口
碑，牌子倒了客户也散了，这个
是我们养殖户的共识。”大闸蟹
养殖户宋涛告诉记者。

■肉质鲜美让老客户念念不忘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黄嘉婷 邬乐婷

“双十一”近在眼前，网络直播
带货营销风头正劲，吸引消费者加
入网购盛宴。10 月 20 日，奉化区市
场监管局新发布了 《奉化区商品市
场网络直播行为主体职责规定》，
进一步细化了对市场主办方、直播
间运营者和营销人员的合规要求。
连日来，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的电
商、直播机构加强走访和指导，避
免出现侵权现象等。

近年来，网络直播营销驶入快
车道，在主播帮忙吆喝带货的同时，
也滋生了虚假营销等各种问题和纠
纷。奉化区从今年5月起，整合多部门
力量组织专班，制定、实施多项针对
性规定，为网络直播营销立章定规，
为辖区直播经济健康发展、打造“绿
色直播间”进行积极有益探索，保障

消费者合法权益。
奉化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静

巨介绍，奉化成立“治漠”工作领导
小组和工作专班，区市场监管局、区
委网信办、区商务局等六部门联动，
建立网络直播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
理协调会商机制，开展实地调研，还
联合派驻纪检组，对基层所和直播
企业进行网络直播营销专项督导。

据调查，奉化目前共有网络直
播基地 1 家，网络直播营销主体 39
家，网络直播营销人员 75 人，直播
销售的产品涉及服装、食品、家电、
家居、农副产品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该区市场监管局广告监管科科
长何陈红表示，与一般的电商网络
平台不同，网络直播营销直接与消
费者“面对面”互动，个别主播在商
品推荐中夸大其词，虚假宣传，利用

“话术”误导消费者，“主播直播时间
不固定，其‘口无遮拦’的违法线索

往往不可预见，且转瞬即逝，给事后
查证带来诸多困难。”

比如今年伏休期间，有家网络
科技公司员工在某平台直播间推销
冷冻渔获物时，宣称“与新鲜渔获
物完全没有任何差别”。事实上，
冷冻鱼虾与“热气货”海鲜在物理
性质、食用口感、销售价格等方面
都不同，后被认定是虚假宣传，被
处罚款 2 万元。

类似案例并不鲜见。今年上半
年，奉化一家贸易公司在某平台直
播销售一种牵引护颈枕，称该产品
采用三点支撑理论，持续使用具有
颈椎曲度逐步改善作用，且是“日本
技术，黑科技护颈枕”。但执法人员
调查发现，该牵引枕不属于医疗器
械，公司也无法提供相关“日本黑科
技”以及证明该产品具有改善颈椎
曲度治疗效果的材料，违反了国家

《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被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合计 95206.4 元。

为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奉
化先后出台了《奉化区网络直播营
销行为合规指引》《奉化区网络直播
营销操作规范》《奉化区网络直播营
销行为负面清单》。何陈红说，与
之前出台的相关政策相比，新规更
加详细，比如列明了网络直播营销
商品 （服务） 的 42 项负面清单，重
点关注药品、保健品等，“告知平台
和主播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避
免通过打‘擦边球’、隐晦宣传等方
式规避法律责任。”

网络直播营销合规合矩，对企
业、商家开拓市场大有好处。宁波
霍科电器有限公司开设了 5 间直播
间，员工当主播，向国内消费者、
国外客户推荐新研发的咖啡机、宝
宝餐椅等产品，带动销量上升。最
近，奉化区“亲爱的玛丽”网络直

播基地入选宁波市第二批“绿色直
播间”。店长蒋雨濛说，直播营销
环节琐碎复杂，不可控因素多，这
也是我们从业者面临的困境。新规
出台，对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

为了推进网络直播营销新规落
地，奉化通过协商会商和联席会
议，各部门实现数据交换共享，互通
有无，并引入第三方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网络监测，为全区电商平

台企业的主体数据库建档，数字画像，
实现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在线监测。该
区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队副队长毛颐
蔚介绍，目前已实现对辖区内的网络
直播营销监测线索处置 100%、网络直
播营销违法案件查办 100%。

同时，该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面
对直播带货“种草”营销，消费者要保
持理性态度，选购商品时要仔细甄别，
不要盲目跟风。若遭受不法侵害，要注
意保存好证据，依法维权。

出台负面清单 惩治“口无遮拦”

奉化推动网络直播营销健康发展

霍科电器公司开设直播间进行网络促销 （余建文 摄）

一只大闸蟹拓宽共富路
——探寻牟山湖大闸蟹的发展路径

记者 郁晶莹 通讯员 徐水军 蔡可登秋风起，蟹黄肥。
俗 话 说 “ 蟹 肉 上 席 百 味

淡”，脂满膏肥的大闸蟹目前
已陆续“爬”上市民的餐桌。
宁波人虽然爱吃蟹，但宁波
不是大闸蟹的主产区。目前
本地市面上的大闸蟹以江
苏、安徽等地养殖的为主，
有“阳澄湖”“固城湖”“高邮

湖”“太湖”等品牌，而宁波本
地产的大闸蟹则以余姚牟山湖养

殖的为主。
牟山湖大闸蟹的养殖面积约 6200

亩，近年来年产量稳定在200万只左右、
约 350吨，年产值 5000余万元。大闸蟹

的养殖、销售，已经成为牟山镇农户的一大收入来源，一条以大闸蟹
为核心的现代渔业养殖路径已然形成，推动了大闸蟹养殖和当地农
旅产业的良性互促发展，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渔业富民路子。

为什么牟山湖能大规模养殖
大闸蟹？

“刚开始是村民们发现牟山湖
里的螃蟹特别多，自己捞着吃，
后 来 觉 得 是 否 可 以 尝 试 人 工 养
殖。”牟山镇农办工作人员周思铭
告诉记者。

牟山湖地理位置优越，其水域
汇集了牟山湖、湖塘江以及青山江
等多条河流湖泊，为洄游性鱼类生
长提供了良好环境。而大闸蟹在咸
淡水交汇处交配、繁殖，在淡水中生
长，因此牟山湖适宜野生的大闸蟹
生长。

大闸蟹养殖，拥有充足的淡
水是基础。牟山湖是几千年前自
然形成的湖泊，是宁波市第二大
天然湖泊，水域面积 4500 余亩，
渔业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
牟山镇也因此得名。再加上牟山
湖生态系统结构完整，生物多样
性 丰 富 ， 周 边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55%，每到春夏会有成群的鹭鸟
驻足栖息，良好的生态为大闸蟹
提供了优越的生长环境。

近 年来，牟山镇加大资金投
入，加大“五水共治”力度，重点对
集镇周围的主要河道进行水环境
整治及景观打造，完成了 21条河道
疏浚，持续开展网箱、地笼专项整
治行动，清理地笼 8000 余只，打捞
沉船49艘，使水环境进一步提升。

有了地理优势，牟山湖大闸
蟹如何逐步形成产业？

从 2003 年开始，牟山湖附近
的村民陆续尝试在湖里养螃蟹，
在周边办农家乐。这种自发性的

“试水”，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
——出产的大闸蟹卖得非常好，
以大闸蟹为主的名特优农产品也
逐年增加。2005 年，牟山镇政府
牵 头 举 办 “ 牟 山 湖 大 闸 蟹 休 闲
节”，至今已经连续举办 18 届。
通过政府搭台农户唱戏，加快产
业市场化、品牌化步伐，打响了
牟山湖大闸蟹品牌知名度，牟山
也逐渐被称为“浙东第一蟹乡”。

牟山镇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
所合作成立了牟山湖鳜鱼河蟹研
究 中 心 ， 每 年 实 施 科 技 项 目 攻
关，并逐步建立了养殖标准、质
检、研究、环境监测等一系列养
殖管理体系，大力推行标准化生
产、无公害养殖和全过程质量监
控，有效提升了产品质量安全。

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牟
山 湖 大 闸 蟹 的 产 业 链 也 不 断 拉
长，全镇现有大闸蟹主导农业企
业 7 家，小规格河蟹也会进入醉
蟹加工环节进行消化。当地一家饭
店的经营者赵焱龙就利用自己独
创的醉蟹配方，生产了颇具口碑的

“姚西醉蟹”，“来我们这吃饭的客
人，吃完饭基本上会带几份醉蟹
走，一年能卖出 2000 多份。”

去年，牟山镇以大闸蟹为主
导的名特优农产品销售近 6000 万
元。

■独特地理优势让大闸蟹“安家”

近年来，牟山镇通过农旅
融合发展，建立了集牟山湖大
闸蟹养殖、加工、休闲观光、
特 色 产 品 销 售 为 一 体 的 产 业
链，打造地方特色农业文化名
片，彰显乡村魅力，始终让绿
色成为牟山高质量发展的亮丽
底色，积极推动乡村振兴。

在牟山镇的玥玡湾养殖基
地，蟹农们在池塘边捕捞已经
成熟的大闸蟹，现场一片忙碌
景象。不远处的农家乐里，老
板毛柯翔正在核对周末预定吃
饭的客户名单，清点需要准备
的大闸蟹数量。“很多客户来
这边吃完大闸蟹，还要去我们
的露营基地喝咖啡聊天，晚上
再吃点烧烤，一天安排得满满
当当。”毛柯翔说。

作 为 充 满 创 意 的 “ 农 三
代 ”， 2009 年 从 学 校 毕 业 后 ，
毛 柯 翔 就 选 择 了 回 乡 创 业 ，

“一直以来，农业都是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苦行当，说实话以
前 自 己 也 不 太 愿 意 从 事 这

行。”随着牟山镇大闸蟹产业
的发展，毛柯翔把养殖与旅游
融合起来，“玩”出了很多花
样。现在，他的农家乐还开发
了 烧 烤 、 户 外 拓 展 、 农 事 体
验、亲子活动、户外婚礼基地
等一系列新业态，一年的客流
量有近 3 万人次。

目前，牟山镇已经有 7 家
农家乐开发了休闲垂钓、水果
采摘等服务，游客到牟山的停
留时间更长了，玩得也更尽兴
了。“我们有休闲观光、农家
生活体验、大闸蟹垂钓、团队
户外拓展、会议住宿聚餐等服
务 ， 有 什 么 需 求 都 可 以 提 。”
牟山湖垂钓中心的杜忠良自豪
地说。

“牟山湖大闸蟹已经成为
我们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接
下来，镇里将充分利用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加快农旅融合发展，推进乡村
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牟山
镇副镇长徐水军说。

■农旅融合加速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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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山湖独特地理优势让大闸蟹牟山湖独特地理优势让大闸蟹““安家安家””（图片均为牟山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