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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晚间，央视《财经调查》
曝光了甘肃省靖远县等地的“硫磺
枸杞”，问题之严重令人惊愕。

在当地，枸杞种植面积大约有
28 万亩，遍布全县 14 个乡镇。为了
保证枸杞的“品质”，收购枸杞的商
户们会给枸杞“熏硫磺”。在一些村
子里，熏制棚随处可见，浓烟和刺鼻
气味，构建起奇异的景观。青海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不少
商户使用焦亚硫酸钠对枸杞“提色
增艳”，相关黑幕也被央视揭露。

问题枸杞卖出去了，商户们多
挣了钱，但消费者很受伤。常识告
诉我们，工业硫磺含有大量砷，易造
成肾功能不全及衰竭、肝功能损
害。用硫磺熏制枸杞，近乎“投毒”。

9 月 2 日，甘肃靖远通报“枸杞
生产加工有违规违法问题”，表示成
立调查组，彻查枸杞种植加工环节
的相关问题，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

展枸杞生产加工销售问题专项排
查。这样的“剧情”，网友很熟悉。
这个态度是必须的，但令人奇怪的
是，有关部门早干吗去了？

在当地，硫磺熏制枸杞几成公
开的秘密，有的商户对“硫磺枸杞”
竟敢“实不相瞒”，监管部门是如何
做到胜似闲庭信步的？是压根不知
情，还是知情但没把工作做到位？
在安排调查组介入调查的同时，这
些问题值得追问。

在问题枸杞“蔓延”的过程中，
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方面，商
户对工业硫磺想使用就使用，任性
的背后恐怕还是钻了监管不到位的
空子；另一方面，工业硫磺作为危险

化学品，当全链条受到严格管理，但
在现实中，工业硫磺成为不少商户
增收“利器”的事实却说明，相关领
域出现根源性问题绝不偶然。“硫磺
枸杞”暴露出的不只是商户非法“整
活”这一个问题，更揭示了诸多方面
的监管漏洞。无疑，在有些问题上，
人们有理由认为，之所以如此可能
是“不作为”“慢作为”的结果。

作为“枸杞重镇”，当地对于枸
杞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用多言。
据报道，甘肃和青海都出台了相应
的文件法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更是施行了高于国标的地方标
准。靖远枸杞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海西州“柴达木枸杞”全产

业链产值则逾百亿，这都是亮眼的
成绩。而消费者青睐两地的枸杞，
也是出于对名品的信任。这份质朴
的情感，容不得辜负。

品牌信誉，建起来不容易，损毁
却很容易。按理说，本本分分做生
意，共同呵护来之不易的品牌效应，
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然而，当有人
铤而走险却未受查处，守法经营的
商户却利益受损，以至于出现“劣币
驱逐良币”的现象时，市场生态就会
发生微妙的变化。

事实说明，当地不仅要针对具体
案例严肃查处和问责，以法律的名义
呵护枸杞的清誉，还要以源头治理的
意识，梳理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薄
弱环节，加以针对性强化，全面荡涤
歪风邪气，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创造一
个安心放心、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
唯有如此，方能度过这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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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晚，2024 年《开学第一
课》开播，以“可爱的中国”为主题，
邀请了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讲述接
续奋斗、创新创造故事，点亮少年梦
想。现场，潘展乐为同学们讲了一
节特殊的“游泳课”。

“2022 年美国外教说 100 米自
由泳是挑战人类在游泳这项运动中
可以达到的速度极限，你们中国人
练 100 米自由泳没有前途，我说我
偏不信，别人越觉得我做不到，我越
要做给他看……”小潘老师分享了

从 48 秒 59 到 46 秒 40 的故事，也鼓
励少年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
所热爱的事”。

梦想与坚持，是很多运动员生
命中的关键词，例如，网球运动员郑
钦文曾在《人民日报》撰文《远大的
梦想，唯有坚持才能抵达》，提及“小
时候看奥运比赛，当运动员们为中
国体育代表团赢得奖牌时，我也想
成为其中一员”。

少年爱做梦，早早播下梦想的
种子，慢慢会长到超乎想象的高

度。当初，小小的潘展乐以大大的
口气说：“只要游得比孙杨快就行
了。”待潘展乐破世界纪录回母校与
师弟师妹交流时，又有人说以后一
定会超过他。李娜在澳网夺冠时，
11岁的郑钦文在电视机前和小队友
们一起见证了那场比赛。此后，她
追随着偶像来到澳网，在今夏又作
为种子选手征战奥运，超越了李娜
打入四强的成绩，一举夺冠。她的
步伐仍未停下，在刚刚结束的美网
女单第四轮焦点战中，她战胜奥运

决赛的老对手维基奇，晋级八强，追
平个人美网最佳成绩。在这些“前
浪”与“后浪”的追逐里，我们看到，
体育有趣、梦想美好。

梦想，是
未来和勇气，
少 年 以 梦 为
马，定不负韶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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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枸杞”照见了监管的苍白
事实说明，当地不仅要针对具体案例严肃查处和问责，以

法律的名义呵护枸杞的清誉，还要以源头治理的意识，梳理这
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加以针对性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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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近期某市儒商研究
会换届，除了一些大企业家各就
各位外，也有一些小老板或个体
户进入研究会，引发一些议论。
有人认为，研究会“降格了”。在
他们眼中，儒商就得是大儒大
商，就得名闻遐迩、有超大影响
力，小商小贩就不该进儒商会这
个“大雅之堂”。

但本人的观点恰恰相反，儒
商会所体现的“精英荟萃”，少不
得为数众多的小老板的参与。
这个群体中，拥有格局者并不
少。很多小微企业经营者以勤
劳诚信、守法奉献，诠释了儒商
精神的核心要义：义利结合。他
们同样值得人们的尊重。

笔者长期在基层服务于经
济发展事务，看到、听到过一些
知名企业家以德修身、低调务实
的奋斗故事，也看到过很多平凡
的经营者多年如一日不懈追求，
在努力做大自己事业的同时回
报社会。他们兢兢业业干事，为
地方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是
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他们中有些人把握
住“流量风口”，勇于闯关，勇于
改变，做出了不俗的成绩，有的
甚至成了网红大咖。

这个现象耐人寻味。个体
工商户、小微企业是“经济细
胞”，必然会一步步发展壮大。
如今，全社会都在推崇企业家精
神。在我看来，“小企业家”也是
新儒商精神的践行者，他们出
现在“大雅之堂”，有何不可？

扬州 一家桥

“小企业家”值得尊重

我说

沙漠里如何“长出”长江蟹
“新疆居然也产大闸蟹？”说起

海鲜，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沿海城
市的特产。然而就在远离大海，地
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和
田，却成了海鲜的“新家”。

今年5月，约30万只长江蟹蟹
苗，在新疆和田千亩盐碱地陆养海
鲜基地“安家”。

今年，和田县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了新疆昆仑优品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该公司引进新一代养殖技
术，将螃蟹养殖引入沙漠之中，在英
艾日克乡托勒干吉村的水产养殖地
里，展开沙漠养殖螃蟹的大胆尝试。

新疆昆仑优品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郑成伟说，公司在选
址过程中，基于对该地区土质、水
质、盐度等自然条件的专业测量和
分析，发现这里的千亩盐碱地非常
适合养殖海鲜。

自2023年项目开工建设以来，
昆仑优品公司在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完成了池塘的改底、消毒、肥水、
种草等工作，分三次投放了约30万
只螃蟹苗种。

在盐碱沙地，很多植物都难以
生存，但却给水产品的养殖提供了
很好的条件——适量的盐分能够刺
激螃蟹的生长，使其肉质更加紧实
鲜美。

盐碱地里的盐分可以给螃蟹生
长提供养分，而养殖螃蟹的主要水
源是来自不远处的玉龙喀什河。

这些螃蟹经过 4 个多月的养
殖，已经可以捕捞上市。公司技术
总监陈辉介绍，他们在盐碱地上，采
取了只加水不换水的生态养殖法。
引进的长江蟹的品种体格比较大，
一般养出来的公蟹达到350克，母

蟹达到300克，而且，在盐碱地上养
的长江水品种的螃蟹，比疆外的螃
蟹早熟20多天，具有更大的市场价
值。

阳澄湖的对手阿勒泰
已“上线”

其实，新疆有自己独特的渔业
发展优势，坐拥阿尔泰山、天山、昆
仑山三大山脉，山上的积雪、冰川孕
育了赛里木湖、乌伦古湖、博斯腾湖
等湖泊。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新疆
就在博湖县、阿勒泰等地区陆续引
进螃蟹养殖，只不过由于供应链问
题，长期只供应周边地区。

9月2日，在阿勒泰市名优特经
济鱼类养殖基地，蟹农们驾驶着小
船，拉起了一笼笼肥美的螃蟹。

“我们在阿勒泰养殖螃蟹已经
十年了。今年，我们在基地周边的
3800亩水域养殖了30吨螃蟹。”阿
勒泰市金源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刘阳说。

刘阳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螃蟹
养殖基地位于阿勒泰市的加尔塔斯
湖。“阿勒泰被誉为‘中国雪都’，冰
雪融水水质好，在这里长大的螃蟹，
肉质细腻鲜美、蟹黄饱满。”

“第一批螃蟹在8月28日已经
上市了，最近每天都在出货，供应即
将到来的中秋节市场。”每年，基地
养殖的螃蟹都会销往江苏、上海、广
州、深圳等地。刘阳告诉现代快报
记者，不同于江苏的高密度养殖，在
加尔塔斯湖养殖的螃蟹密度不大。

个头虽小，“中秋档”供
不应求

最近几年，受益物流的快速发
展，新疆水产品陆续受到不少省市

消费者的追捧。今年中秋节在9月
17日，比往年提前了不少，早早上
市的新疆螃蟹已经成了不少人的尝
鲜首选。

刘阳说，新疆纬度高，从 11月
到来年三四月气温都比较低。因
此，投放蟹苗一般是在 4月底 5月
初。在个头大小方面，新疆螃蟹相
比于江苏螃蟹也偏小，母螃蟹一般
2两左右，公螃蟹2.5两。

“和江苏的螃蟹需要脱壳 5次
不同，他们选用的辽宁蟹苗，成长过
程中需要脱壳4次，能在8月底到9
月成熟，可以比江苏螃蟹早上市十
多天。”刘阳说，由于“抢鲜”上市，
目前身价不低。比如，一公斤母蟹
的批发价在85元左右，和去年同期
持平。

在新疆人的餐桌上，螃蟹也是一
道美食，“尤其是中秋节前，螃蟹都是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差不多成为中
秋节消费的标配了。”刘阳说。

阿勒泰地区一牧场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朱新焕介绍，加尔塔斯
湖现在有4000亩养殖水面。在草
鱼、鲤鱼、鲫鱼养殖经验的基础上，
又开发了高附加值鲟鱼、白斑狗鱼、
五道黑、黑鱼、冰川蟹等水产品的养
殖参数体系，正在构建智能化水产
品的工厂化高效精准养殖模式。未
来，将有更多水产来此“安家落户”。

数据显示，今年，阿勒泰市水产
品预计产量约3937吨。其中，螃蟹
产量预计达200吨。

这个中秋，习惯吃阳澄湖大闸
蟹的你，想不想尝一尝来自远方的
冰川蟹或者沙漠蟹呢？

秋天的第一只螃蟹来自新疆

听说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养出了大螃蟹！
近日，新疆和田县一批螃蟹上市。消息一出，瞬间勾起了网友的

购买欲，不少网友在线求链接。
“江浙沪包邮吗？”“沙漠里的就叫沙漠蟹吧”“好想尝尝啊，是不

是像新疆水果那样都是甜的”……
如今的新疆，不仅有和田的沙漠蟹，也有阿勒泰的冰川蟹。据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所统计，现在全疆养蟹的基地多达几
十个，一般春天投苗养殖，到 8月底 9月初集中上市。水域面积
3000亩以上有条件养殖的水库都在养蟹，基本形成了湖泊水库大水
域养殖为主、稻田养殖为辅、坑塘养殖为补充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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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勒泰螃蟹 图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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