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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最近开了家小餐馆，为节约成本，他
总是跑到路林市场去拿货。

几个星期前，他来到水产品交易市场的活
鲜区，想买些对虾，看到有很多刚死的虾都还
不错，虽然比不上活的新鲜，但摸上去很结
实。做餐饮行业的他知道，这种“死货”及时冰
冻处理，作为食材还是不错的，最重要的是，便
宜。

他问虾商，死虾啥价格？想批发20斤。奇

怪的是，虾商说不卖。
“不卖？这么好的东西难道扔掉了？”老周

感到奇怪，询问原因。对方很不耐烦：“不卖就
是不卖，没原因。”

令老周更加不解的是，他转遍了市场，没
买到一只死虾，所有代销商几乎都是同样的回
答，“不卖，有人预订了。”

老周后来发现，这些死虾都被拉到了市场里
一个摊位，要买死虾的，只能到那个地方拿货。

市场里有人专收

宁波水产品交易综合市场淡
水产交易区缺斤少两事件被本报
披露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反响。

缺斤少两事件尚在发酵，又
有商贩向记者反映，在水产品交
易综合市场的活鲜交易区，水产
品代销商的死虾不能私自卖，有
人垄断了死虾的交易，专收专卖
坐地起价。

其实，在调查缺斤少两现象
的时候，关于死虾的这一现象已
经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刚死不久的对虾、基围虾等
水产品，如果及时降温处理，能继
续作为食材使用，但价格比起鲜
活水产品要便宜得多。因此，这
种“死货”也非常抢手，尤其受到
小商贩、餐饮店的青睐。

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水产交
易综合市场，宁波水产品交易市
场每天挑出的各类死虾少则几千
斤，多则上万斤。但是，近两年
来，很多到那里淘“死货”的商贩
吃了闭门羹，批发市场的所有代
销商都不卖给他们了，说早有人
预订了。

奇怪的是，代销商的所有死
虾，都被人集中拉到了市场的一
个摊位，统一对外销售。

经过调查，一条垄断市场死
虾、专收专卖的利益链浮出水
面。据悉，该现象已持续两年多
时间。刚开始，代销商也不愿意
把死虾卖给这些人，但连续出现
两起打人事件后，他们不敢再私
自卖给商贩，对于死虾收购者随
意给出的价格，也是敢怒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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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销商那里买不到死虾 市场里却有人摆摊专卖

死虾专收专卖背后有什么内幕？连日来，
记者在水产品交易市场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天中午，12点刚过，来自舟山、慈溪以及
宁波其他周边地区的厢式货车陆续到达，停靠
在活鲜交易区。货车后门打开，里面装的全是
一筐筐的对虾、基围虾。

货车刚停下，早已等候在交易区的代销商
们就拥了上去，一时间人声鼎沸，帮着给代销
商拖货的三轮车，鸣着喇叭在市场里穿梭。

当天基围虾的批发价为每斤75元左右，对
虾最大的一档每斤30元，其余的多在23元左
右。

因为天气炎热、长途运输，死虾不可避
免。记者看到，代销商们都用心挑选，把挑出
的死虾扔到旁边的塑料筐里，有的虾还在微微
蠕动，也被挑了出来。

在一个摊位前，没多少时间，代销商挑出
的死虾就装了半筐左右。记者指着筐里的死
虾，询问怎么卖。

“不卖，不卖。”代销商拒绝了。
“这不是还好的吗，怎么不卖？”记者问。
“已经有人订了，不卖了。”
话刚说完，一名身穿白汗衫的男子拿着根

铁钩走了过来，二话没说，将装有死虾的塑料
筐过秤后就直接拖走了。看样子，代销商同白
汗衫男子已非常熟悉。

“他怎么就能买呢？”记者不甘心地问。
“人家早订好的，没办法，只能卖给他。”代

销商说。
记者跟着白汗衫男子，只见他把塑料筐拖

到了市场中间一处摊位。那里的地上已经放
了很多塑料筐，里面全都是死了的对虾和基围
虾。

白汗衫男子把塑料框拉到那里，先放在一
个很大、有很多冰块的塑料桶里浸泡，然后放
到了地上。懂行的人说，浸泡的目的是降温，
这样死虾变质会慢一些。

记者随后又来到另一个摊位，询问死虾的
价格。

商家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开口就拒绝
了：“不卖。”

“为什么啊？”
面对记者的“纠缠”，小伙子报价说：“25元

一斤，你要吗？”
这价格比活对虾还贵，记者知道，他是存

心不卖的。
当天，记者几乎问遍了市场里所有对虾和

基围虾的代销商，得到的都是“不卖”的答复。
记者看到，除了刚才那名白汗衫男子，另

外一名男子也拿着铁钩，不停地在市场里穿
梭，把代销商们挑出的死虾都拉到了那个摊
位。

代销商挑出的死虾 专门有人来拉走

下午2点多开始，陆续有商贩来到死虾摊
位选购。记者询问了一下价格，死对虾每斤15
元，死基围虾每斤30元。相比于鲜活货，“死
货”的价格低了不少。

为什么只有那个摊位能收购并售卖死
虾？记者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有几名代销商肯
匿名接受记者的采访。

据介绍，这种现象已持续了两年多时间。
2016年，有几名男子出现在市场，通知每个代
销商，“你们的死虾我们全要了，不能私自卖给
商贩。”与此同时，他们阻止前来市场购买死虾
的商贩，不准到代销商那里去买死虾，要买的
话就到他们摊位去买。其间，多名商贩遭到这
些人的警告，也发生过争执。

以前，代销商的死虾都是自由交易的，价
格你情我愿，可那些人强行来拿死虾，价格都
是他们说了算。

刚开始，代销商们也极不情愿。代销商里
有对父子，儿子年轻，血气方刚，不肯配合，2016
年年底，因为他把死虾卖给其他商贩，结果遭到
几名男子围殴致伤，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

代销商们说起这事都很气愤，但更多的则
是害怕。他们表示，都是做生意的，能少一事

就少一事。
这事过去没多久，被打小伙子的父亲因同

样原因，又遭到不明身份男子的殴打，伤得不
轻。

两次殴打事件发生后，市场里所有代销商
都沉默了，不敢私下把死虾卖给商贩。而收购
死虾的人则雇了几名男子，任务就是收死虾、
监督代销商，同时阻止试图到代销商那里购买
死虾的商贩，确保一只死虾也不外流。

代销商们告诉记者，专收死虾的那些人，
做的是无本生意。那些人不用去组织货源，代
销商的死虾，他们过下秤就拉走了，价格都是
他们说了算，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价2至3元卖
给商贩出货，从中牟利。

据介绍，市场每天挑出的死虾少则数千
斤，多的时候超过万斤，如果每斤加价2至3
元，这些人的日收入能达到2万至3万元。

8月1日开始，虾蛄解禁上市，因气候原因，
虾蛄运输到市场后，死亡比例也很高。同死虾
一样，代销商的死虾蛄也不能私自卖给商贩，
也是那些人在垄断收购。前天下午，记者在市
场看到，至少有五六名小工拿着铁钩在市场穿
梭，把那些“死货”拉到指定的地方。 本报记者

收购死虾价格随意 代销商敢怒不敢言

水产品交易综合市场

▲死虾在这里专收专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