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小龙虾销
售进入旺季。近日小龙虾身价暴跌的
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南京市场行情如
何？5月9日，现代快报记者走访多家
水产摊位和商超发现，今年小龙虾价格
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两三成。比如，4~
6钱的龙虾去年零售 20元一斤，今年
16元一斤；6~8钱的龙虾去年卖25元
一斤，今年20元一斤左右。南京众彩
市场水产批发商户介绍，目前江苏、安
徽、湖北等地的龙虾大量上市，最小规
格的龙虾批发只要七八元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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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区电动自行车也要发展
“以换代充”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办法》中所提到
的集中充（换）电设施，是指为电动自行车或
蓄电池组集中提供电能的相关设施的总称，
主要包括交流充电桩、充电柜、换电柜等。

《办法》提出，南京拟按照“换电柜为主、
充电桩为辅”的原则，全面推进外卖、快递等
行业实行共享电池换电模式，对存量集中充
（换）电设施进行合标化改造，鼓励引导在居
住区推广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新模式。

“以换代充”场地怎么选？针对外卖、快
递行业等运营类集中充（换）电设施，《办法》
提出，各区人民政府应当保证其合理建设用
地需求。针对居民区换电设施建设，《办法》
指出，各区相关部门指导属地街道办事处提
出建设需要，按照“换电柜为主、充电桩为
辅”的原则积极推进。对无固定停放场所、
无电源条件、场地资源紧张的居住区，鼓励
结合路侧停车及电源条件，在小区周边有条
件的公共场所建设公用充（换）电设施。

对于新建、改建、扩建居住区项目，按
照配建的非机动车停车位数量，根据居住
区需求建设一定数量的集中充（换）电设
施。由于集中充（换）电设施建设用地暂不
纳入规划管理范畴，无需办理规划审批手
续，其中涉及相邻关系的，以社区自治方式
统筹处理。

鼓励运营企业免押金和服务
后收费

《办法》对从事集中充（换）电设施建设
运营的企业提出了具体要求，即这类企业应
当具备集中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质量保
证能力，建立集中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质
量保证体系。

比如，企业应建立运营管理系统，对其
运营的充（换）电设施运行、维护、安全风险
实时监测和预警，采集和存储运营数据，并
按要求接入市电动自行车集中充（换）电设
施运行监管服务平台，提交真实准确的统计
信息，实现数据实时上传。

为了防范资金风险，《办法》鼓励运营主

体采用免收押金和服务结束后直接收取费
用的方式提供蓄电池租赁服务，运营主体采
用收取押金或者预付金方式提供蓄电池租赁
服务的，应当遵守《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按照“谁运营、谁
投保”的原则，鼓励运营企业为充（换）电设施
购买相关商业险种，保护消费者权益。

对协议期满不再继续运营的、经营不善
或发生违约行为无法继续运营的集中充
（换）电设施运营企业，建设场所属地街道办
事处应做好退出引导和公示。集中充（换）
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应当及时将预付费余
额退回用户。

建立监管服务平台，电池信
息、充电状态等全接入

《办法》提出，南京拟综合运用互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升充
（换）电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充（换）电智
能平台互联互通，建立市集中充（换）电设施
运行监管服务平台，形成全市智慧充（换）电

“一张网”，保障全市充（换）电服务水平高质
量发展。

具体来说，监管服务平台由市城建集团负
责建设，同时，由该集团负责公共场所（地铁站
口、公交场站、公共自行车站点、城市道路）电
动自行车集中充（换）电设施建设试点工作。
今后，全市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信息、充电状
态、充（换）电订单情况等全部可进行查询。

据悉，该《办法》目前正面向社会征求意
见，公告期一个月。如您有意见或建议可及
时反馈。

换电柜为主、充电桩为辅

南京拟鼓励在居住区
推广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

价格“跳水”，100元可以买
四五斤鲜虾

从三四月湖北、四川等地的龙虾上市，
到进入5月后安徽、江苏等地的龙虾产量不
断走高，供应充足，价格呈现下降趋势。有
网友晒出自己吃到的“100元3斤”“100元4
斤”乃至“100元8斤”的龙虾，引发热议。

在大行宫附近的科巷菜场水产销售区，
商贩们把小龙虾装在盆里，放在了显眼的位
置，并按个头和鲜活程度划分了不同的价
位。

有摊主表示，龙虾开始大量上市了，最
小的卖13元一斤，4~6钱的龙虾卖16元一
斤。市民吴女士称了三斤小龙虾，一共花了
48元，“最近龙虾明显便宜了，买回去自己
烧，不仅干净而且实惠。”

现代快报记者看到，水产摊位售卖的龙
虾基本上是小虾和中虾。有摊位老板说，现
在龙虾一天一个价，“五一”假期还卖26元
一斤的6~8钱龙虾降到了20元一斤，也是
目前消费者买得最多的，一天能卖 200 多

斤。“到中午只剩几斤收尾了，十八九元一斤
也能卖。”

在一家连锁商超的水产区，来自盱眙的
龙虾每只个头为6~8钱，半个多月前价格是
49.9元一斤，现在是39.9元一斤。“盱眙龙虾
相对来说价格偏高，目前湖北潜江的小龙虾
卖得很多，59.9元 3斤，算下来不到20元一
斤，比上个月一斤便宜了5元。”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4~6钱的潜江龙虾颇受欢迎，一斤
大约有16~28只，线上线下买的人不少。

供应量充足拉低价格，有商
户称“身价”已触底

不仅是鲜虾走低，部分熟制龙虾价格也
开始下降。冰镇龙虾、十三香龙虾、咸蛋黄
龙虾、话梅冰醉龙虾……一家经营龙虾和烧
烤的老板告诉记者，从3月底他就开始烧龙
虾卖，那时候一份三斤的十三香龙虾要卖
168元，现在同等规格的龙虾降到了138元。

临近中午，在一家超市的熟食区，3斤
100元的“小龙虾神鲜桶”吸引市民询价，有
蒜蓉和十三香口味，现场加热即可食用。

“5月中下旬龙虾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但不会便宜太多。”南京众彩市场水产商户
张巍告诉记者，今年的小龙虾市场每斤比去
年同期降价5~10元，已经跌了两三成。据
他分析，价格的下滑与多种因素有关。首先
今年的气候条件适宜，小龙虾产量增加，市
场供应量充足。其次，随着养殖规模增大、
养殖技术进步，小龙虾的产量逐年攀升，推
动价格下滑。

记者在和小龙虾商贩交流中得知，在货
源充足供大于求的时候，龙虾更难卖了。有
的批发商表示，去年这个时候一天能卖出去
一万斤小龙虾，但今年的小龙虾价格便宜
了，销量反而降到七八千斤。

张巍说，小龙虾属于季节性食材，五六
月是吃虾旺季，虽然大部分龙虾降价了，但
今年大规格的龙虾少，价格出现了上涨。“一
两的龙虾去年批发价是45元一斤，今年要
60~80元一斤，这些大虾主要供给饭店。”他
也提醒，有的小龙虾规格比较小，但售价却
是中等龙虾的价格，大家在购买时要注意甄
别。

小龙虾批发价跌破10元/斤
比去年同期降价两三成

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南京
又出新举措。5月9日，现代快报记者
了解到，由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
发展和改革委、建委、规资局、房产局、
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局、消防救援支
队、南京供电公司等部门，共同起草的
《南京市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建
设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办法》）于日前发布。
该《办法》提出，南京拟鼓励引导在居
住区推广电动自行车“以换代充”新模
式，同时拟建立市集中充（换）电设施
运行监管服务平台，形成全市智慧充
（换）电“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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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杨晓冬 尹翼星）作
为江苏省重大计划开发项目、南京市名企
落户计划重点工程，近日，有市民发现，备
受关注的小米集团华东总部已有工作人员
进场办公。5月8日，现代快报记者来到南
京市建邺区小米集团华东总部，可以看到
现场围挡已经撤除，大楼内亮起灯光，已有
员工在办公。

在河西中央商务区中和路与友谊街交
会处的小米集团华东总部，三栋几何形建
筑高楼映入眼帘，大楼合围形成四边形，中
庭内是一座透明圆形建筑，从空中看，整座
建筑仿佛一个“回”字。走进大楼内部，已
有不少小米员工正在办公。“我们‘五一’假
期就已经搬完了，这周一开始正式在这里
办公。”一名小米员工告诉记者，目前食堂
也已启用。

记者注意到，大楼一楼被分为两个部
分，一边为工作人员的办公区，一边为小米
汽车及小米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展销区。在
小米汽车展示区，一辆海湾蓝、一辆雅灰色
的Xiaomi SU7在进行展示，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不过，目前楼内的便利店并未开
业，正在装修中。

据悉，小米华东总部一期7.7万平方米
的办公载体，能容纳5000个工位及3.5 万
平方米公寓配套；在人才培养方面，小米集
团南京区域致力于通过以手机部为核心，
聚集系统应用软件、软件测试人才及互联
网能力建设，依托南京本地优势，打造长期
稳定的工程师人才培养基地。记者了解
到，小米华东总部作为集团在华东设立的
重点软件研发基地，目标打造成为华东软
件研发中心，未来将聚集手机软件、互联网
等优势业务及科技生态链项目。

小米华东总部自2017年 10月落户南
京以来，已在南京设立小米有品科技、北京
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等6家
公司和多家生态链企业，2023年互联网部
分业务落地南京，覆盖游戏、应用、内容等
领域，人员规模达2000余人，研发人员占
比高达75%，平均年龄27岁。2023年，小
米南京各项经济指标均实现大幅度增长，
其中营业额超 12亿元，全年研发投入 5.4
亿元。今年，小米华东总部预计对外招聘
800人，创立华东软件学院，携手南航、南
理工等江苏省内高校联合定向培养需求员
工，拉动产学研合作。预计三年内将达到
5000人规模，五年力争突破10000人。

小米华东总部启用？
记者实探：已有员工进场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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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购买小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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