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南特宣
记者 顾元森）3月 10日 19时 40
分，南京市公安局特警（巡警）支
队武装巡逻三大队民警在仙林金
鹰附近执勤时，发现杉湖西路有
一只红色鸵鸟沿路“闲逛”。民警
了解到，原来商场组织活动，这只
鸵鸟偷偷跑了出来。最终民警联
系上鸵鸟主人，将其运走。

这只鸵鸟体型较大，羽毛呈

红色，背上有一个形似马鞍的座
位。民警担心鸵鸟可能受到惊
吓而对过往车辆、行人发起攻
击，于是驾车沿途跟随护送。随
后鸵鸟主人赶来，民警配合其将
鸵鸟控制并装车运走。经了解，
当晚仙林金鹰组织了一场骑鸵
鸟活动，由于看管不慎，鸵鸟“越
狱”跑到马路边，所幸未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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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及，电子
商务和网络直播活动持续发展，一
大批“测评”平台和博主应运而
生。他们通过对产品及服务进行
测试、评比等方式，在质量、价格、
服务等方面为消费者提供购物参
考。“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各个互联
网平台不断增加，一方面使消费者
更容易买到心仪产品，但另一方面
社会上关于轻信“第三方测评”结
论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报道也
不断出现。

但当前消费市场“第三方测
评”依据的测评方法和标准五花八

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中国消费
者协会于 2022 年组织开展了“第
三方测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
及分析监督工作，对 12个互联网
平台共计 350家“第三方测评”账
号进行体验式调查后发现，93.1%
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测评标
准类问题，其中缺乏测评标准的主
观性测评多；55.7%的“第三方测
评”涉嫌存在商测一体、“以商养
测”类的模式，难保公正性；35.7%
的“第三方测评”存在涉嫌虚假测
评类问题；37.2%的消费者反映通
过观看“第三方测评”所购买的商
品出现过质量问题。

2023 年 11 月，江苏省消保委
也开展了“第三方测评”消费者认
知微调查，调查发现有 60.45%的
消费者认为“测评商业推广性质
强，测评公正性存疑”，有 72.92%
的消费者认为“测评质量参差不
齐，无法帮助消费者作出正确消费
决策”，有50%的消费者认为“测评
没有准入门槛，鱼龙混杂”，有
60.42%的消费者认为“应探索制定
标准，引导行业规范发展”。

规范有序的消费市场“第三方
测评”成为广大消费者的呼声，此
次团体标准的正式发布，有利于第
三方测评有序开展。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标准化管理处副处长袁超
介绍，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热点和调
查发现的问题，该团体标准从测评
基本原则、基本要求、测评方法、测
评程序、结果发布等方面提出了明
确要求着重突出三大亮点。“一是
从程序规范角度出发，分别明确商
品类和服务类的测评程序。二是
从责任承担角度出发，明确信息发
布平台义务责任。三是从合理测
评角度出发，明确测评方法选择。”

规范有序的“第三方测评”是
健康消费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江
苏省消保委副主任兼秘书长陆惜
春表示，“《第三方测评工作指南》
这一团体标准的发布，有助于规范
第三方测评行为，做到方法选择、
流程把控、责任划分有规可依，既
有利于为消费者提供购物指南，满
足消费者品质消费需求，又有利于
推动企业行业升级技术、提升质
量、做好品控，不断优化消费环境、
激发消费活力，让消费者敢消费、
愿消费、能消费。”

下一步，省消保委将持续做好
该标准的宣贯推广工作，鼓励更多
电商平台、第三方测评商家及相关
经营者加入该团体标准并积极参
照适用，不断优化第三方测评行业
生态。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眼
下正是水果成熟上市的季节，随
着智利车厘子逐步在国内市场
下市，国产樱桃开始接棒上市。
3月12日，现代快报记者从苏州
最大的“菜篮子”南环桥市场获
悉，国产樱桃已于苏州上市，即
日起正式开售，当前市场在售的
大连美早大樱桃日均到货量近
500斤。

“美早大樱桃是目前樱桃品
类中价格最稳定的品种，它和车
厘子看起来很像，吃起来脆甜爽
口，我们这边按箱批发价售卖，
每箱重量大概7.5～8.5斤。目前
进货量不大，随进随卖。”市场内
一经营户介绍，国产樱桃的售卖
方式不同于进口车厘子，按照克
重分为大中小果，10～12克小果
每斤批发价格 70～75 元，一箱
520多元；12～16克中果每斤批
发价格 80～90 元，一箱 650 多
元；16 克以上大果每斤批发价
100元，一箱800多元。

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国产
樱桃生产模式目前主要有暖棚、
冷棚和露天种植三种，其中最早
上市的是暖棚樱桃。由于大棚
种植产量少，设施成本投入高，
果品价格相对偏高。“进口车厘
子一般在12月上市，春节期间达
到高峰；而国产樱桃一般在3月
开始上市，但部分地区的大棚樱
桃种植可以提前40天左右成熟
抢占消费市场，到五六月份大量
上市，也恰好与智利车厘子上市
期有一段时间重叠。”

相较进口车厘子，国产樱桃
的最大卖点是成熟度高、运输
快、新鲜度高，越新鲜的樱桃价格
越高。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国产
樱桃成熟期一般从2月份持续到6
月份，预计5月中下旬开始，山东
烟台、潍坊、聊城、日照等地的露天
种植樱桃将大量成熟并在江苏地
区上市，届时国产樱桃价格会进一
步回落，预计售价在每斤20～30
元，性价比更高。

十年磨一剑，砺得稻花香
头顶烈日，脚穿雨靴，全身裹得

严严实实，在育种田里采集稻片，再
小心翼翼地放入水稻PCR取样盒中
……这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高级
农艺师徐洁芬日常的工作场景。

“学校里学的农作物遗传育
种，原本在实验室显微镜下研究，
没想到，到了水稻所，竟然是在田
里实打实地干，一开始还真有点不
适应。”徐洁芬至今还记得，上班第
一天，她就摔在了水沟里，很是狼
狈。工作后，她每年都要参与2万
多份育种材料的整理、筛选，每份
材料都要进行播种、育秧、移栽、田
间观测记载、配租杂交、选种收获
等全程跟踪，工作量之大不言而
喻，面对工作中的苦累，徐洁芬始
终坚守初心：“育种就要守得住清

贫、耐得住寂寞，能忍受日晒雨淋、
蚊虫叮咬，真正是十年磨一剑，砺
得稻花香。”

16 年来，徐洁芬始终爱岗敬
业、躬耕田野，她参与完成各级科
研项目 30项左右、参与育成水稻
新品种 20余个，全国巾帼建功标
兵、江苏五一劳动奖章、常州市三
八红旗手、常州最美巾帼人物……
省、市各类奖项记录着她辛勤工作
的点点滴滴。

科技助农，倾心农技推广
作为一名基层农业科技工作

者，徐洁芬始终不忘水稻育种初
心，牢记粮食安全使命。为了让水
稻育种更精准，徐洁芬前几年主持
筹建了分子实验室，几年坚守，既
有效提高了水稻条纹叶枯病和稻
瘟病的抗性，还缩短了育种年限。
善于总结的徐洁芬将自己累积的
经验与技能撰写成论文发表，她的
论文先后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二
等奖、江苏省农技推广三等奖、常

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用科技培育优质稻种，水稻的

产量和品质也得到了保障。在当
地农户的眼里，武进水稻研究所就
是高产丰收的摇篮和保障。不久
前，武进区前黄镇两位种粮大户就
跑来向徐洁芬咨询：“水稻所有哪
些新品种，产量和口味怎么样？我
们打算明年播种下去。”“武香粳系
列软米新品种在省水稻产业技术
体系各基地多点示范推广，各种品
鉴评比中均名列前茅，不如试试
看。”徐洁芬热情地介绍道。

徐洁芬还是驻村专家、江苏水
稻产业技术体系优秀基地主任，对
接常州市前黄、礼嘉、雪堰等乡
镇。她经常进村入户，到田间地头
为农户解答从水稻品种选择到配
套栽培技术运用等方面的问题；手
把手教农民应用“农技耘”软件，为
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现
已累计指导农户 200 户左右。她
用实际行动带着农民干，切实提高
了农民种田科技含量和种粮收益。

扫码看视频

现代快报讯（记者 刘伟娟）
近日，气温攀升，不少市民酝酿
着清明小长假出游。然而3天假
期还要扫墓，踏春不够玩的。现
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如果请个3
天年假，可以拼出 8 天长假来，

“扫墓+踏青”时间都是充裕的。
2024 年清明小长假放假 3

天，即4月4日至4月6日，4月7
日上班。如果4月 1至 4月 3日
请假3天，可以拼出8天长假，即
3 月 30 日至 4 月 6 日。这样一
来，飞出去玩一趟时间都足足
的，还能错开票价高峰期。

截至3月12日17:20，某旅行
平台显示，南京飞西安，清明小长
假出发票价400元起，若是拼假出
游，3月30日出发票价150元起；
同样，南京飞重庆，清明小长假出
发票价450元起，若是拼假出游，3
月30日出发票价240元起。

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
目的地拼假出游，都能淘到便宜
机票的。比如南京飞成都，截至
3月 12日 17:25，某旅行平台显
示，清明小长假出发票价450元
起，若是拼假出游，3月 30日出
发票价也要400元起，相差不大。

清明将至，拼假出游机票挺便宜

三大重点规范“第三方测评”
省消保委发布《第三方测评工作指南》团体标准

3月12日，江苏省消保委召开
《第三方测评工作指南》团体标准
（以下简称团体标准）发布会，这一
团体标准的发布，有助于规范第三
方测评行为，做到方法选择、流程把
控、责任划分有规可依。

据了解，省消保委联合省市场
监管局网监处、省标准化协会等单
位共同起草了团体标准，经过专家
多轮研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等研制流程，于2023年12月29日
发布，并于2024年1月15日实施。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徐梦云

最美巾帼奋斗者徐洁芬：

躬耕田野十六载，育得万亩稻花香
3月7日，常州市举行“江苏最

美人物发布厅”活动，江苏省委宣
传部授予徐洁芬“最美巾帼奋斗
者”荣誉称号。

徐洁芬在江苏（武进）水稻研
究所从事水稻新品种选育和农技
推广工作，16年的时间，她在农艺
师的岗位上勤耕不辍，每年参与2
万多份育种稻片的整理、筛选、播
种、育秧……“每一个稳定的新品
种，都需要从1万多份材料中选出，
再经历8至 10代左右的选育。”而
这样的新品种，徐洁芬和她的团队
已经育成了20余个，累计推广应
用3000多万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云龙

接棒车厘子，国产樱桃“高调”上市

鸵鸟“越狱”，民警护送找主人

徐洁芬 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供图

鸵鸟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