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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俊禄、许舜达、黄筱

　　近日在东海海域，有渔民一次捕
获近 5000 斤野生大黄鱼，价值近千
万元。相关消息不胫而走，有人大喜，
有人眼红，有人闻讯而动。业内人士
看法也不尽一致，有的表示审慎乐观，
有的则是深深的忧虑。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的多位专
家认为，能捕获这么多野生大黄鱼，说
明其种群资源有所恢复。然而，要对
脆弱的海洋渔业生态有清醒认识，不
能再走“一网打尽”的老路和绝路，不
能因在越冬场集中捕捞，让稀缺多年、
刚有起色的大黄鱼再“黄”了！

  大黄鱼越冬场内，一网中

鱼千万元

　　“太开心了！从来没捕到这么多
的野生大黄鱼。”1 月 14 日晚上 8 点
多，一艘象山渔船在东海 165 海区作
业。一次寻常的起网让船员们惊呆
了，只见网里金灿灿一片，“咕咕咕”叫
成一团。船员杨天胜说，“这一网 160
箱，除了小部分鲳鱼、乌贼外，里面有
2450 公斤的野生大黄鱼，大部分都是
1 公斤重的，最大的有 2 公斤多。”
　　眼下正值年关，野生大黄鱼最抢
手。每公斤大黄鱼售价近 4000 元，
算算账，总共卖了 957 万元，创下近
年来东海单网渔获的历史新高。在浙
江省象山县水利和渔业局总工方跃印
象里，一网捞出 1000 公斤以上的鱼，
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野生大黄鱼曾经是东海“四大海
产”之一，年产量历史上曾达万吨。琐
碎金鳞软玉膏，冰缸满载入关舫———
清代诗人王莳蕙在《黄花鱼》一诗中，
这样描述江浙沿海渔民丰收大黄鱼的
场面。然而，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因

过度捕捞，野生大黄鱼资源严重萎缩，
资源枯竭后难以形成鱼汛。
　　面对几近绝迹的野生大黄鱼，东海
各省从 1994 年实施了伏季休渔。而
且，为了让野生大黄鱼复苏，沿海各省制
定了增殖放流计划。如从 2007 年起，
浙江宁波开始实施岱衢族大黄鱼野生亲
体采捕、保活、繁育和种质库建设项目，
将在岱衢洋捕获的大黄鱼进行规模化养
殖并放流，数量以千万尾计。2021 年 7
月份，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和浙江省
海洋与渔业局，联合放流了 700 万尾平
均体长超过 10 厘米的大黄鱼。
　　浙江海洋大学党委书记、东海野
生大黄鱼资源修复工程首席专家严小
军表示，在冬季采捕到吨级规模的大

黄鱼，初步可以判定：大黄鱼自然资源
群体有明显恢复迹象，这一海区可能
已成为一个越冬场。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公开的资
料显示，从近 20 年的资源调查来看，
2021 年是舟山大黄鱼资源密度最多
的一年。时隔半个世纪，在各方努力
下，大黄鱼资源好不容易有所恢复。
而今，很多业内人士是既喜又忧：“高
产值”“高产量”背后，野生大黄鱼会不
会再遭受“一网打尽”的命运？

  “丰收季”尚言早，“淘鱼

热”成隐忧

　　野生大黄鱼的消息刷屏朋友圈的

同时，有网友留言“我要捕鱼去”。有
出海渔民告诉记者，天气稍好的时候，
每天有大批海钓船布局在附近海域。
近期，还有部分自媒体直播了一场大
黄鱼“追寻之旅”，视频背景里，密密麻
麻都是正在钓大黄鱼的小艇。
　　资深海钓客“小黑”说：“只要天气
好，每天有一二百艘小艇，以及几十只
流网船、拖网船，全部是冲着野生大黄
鱼去的。”
　　不少网友担忧：“又是 165 海区，
既欣喜又难受”“刚有点恢复，恐怕又
要被‘整锅’捕掉，听到消息，一点丰收
的喜悦心情都没有”……
　　业内人士指出，1974 年，2000
多对机帆船“围捕”越冬场大黄鱼亲鱼

的结果，已成惨痛教训；时隔半个世
纪，“围捕”苗头再现。
　　“现在通信更发达了，捕捞技术更
先进了，舟山大黄鱼旺发的消息一传
开，高强度捕捞是不可避免的。”浙江
省海洋与渔业局退休干部余匡军说，
从目前象山船捕上来的大黄鱼看，大
多是近 1 公斤的大黄鱼亲鱼，这对资
源恢复极为不利。
　　“大黄鱼越冬场的保护，已经刻不
容缓了！”从事了 20 多年大黄鱼育苗
工作的象山人徐万土，听到“一网 957
万元”后，直言“毫无丰收的喜悦”，“大
黄鱼与其他鱼不同，产卵要至少 3 年
生，2000 多公斤大多是可以产卵的
大黄鱼亲鱼，太可惜了！”
　　浙江省人大代表、平太荣远洋渔
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轮机长余雄伟呼吁
尽快立法保护野生大黄鱼资源。虽说
渔民靠海吃海，但现在渔业捕捞技术
日益发达，高强度的捕捞行为如果不
制止，目前仍脆弱的大黄鱼资源又将
遭到灭顶之灾。
　　据余雄伟调查，仅在浙江舟山，由
公安机关治安管理登记的小型船舶有
1400 艘，经海事部门产权确认的游艇
142 艘。这些船舶中有不少从事海钓
作业。由于相关管理部门对小型船舶
管理存在职能交叉、认定标准不一，日
常管控往往难以落实。

限额捕捞，避免新型“绝户网”

　　“当务之急，是尽快立法保护，要
采取禁捕等相关措施，保护好越冬期
间的大黄鱼亲鱼。”专家建议，应在海
洋管理体制机制、增殖放流模式等方
面进行探索研究。
　　一是加强整体研究，设立大黄鱼越
冬保护区。严小军结合大黄鱼生命周
期长、性成熟期晚、破坏后恢复期长、越

冬具有明显聚集性等特征，建议制定
全周期整体性自然资源保护整体架
构，将大黄鱼增殖放流新技术、“鱼巢
构建”新方法、越冬场确定与可持续开
发都纳入其中，进行综合系统研究。
　　二是完善捕捞细则，避免新型
“绝户网”。余匡军从专业角度提出
了具体保护举措：禁止近岸渔场拖
网作业，40 米水深以内的拖网作业
对海底伤害巨大；探索试行限额捕
捞，根据海洋资源调查每年实时调
整配额指标，配以专业的拍卖市场，
打通捕捞源头与市场销售；养殖大
黄鱼性成熟期短，应建离岛养殖场，
养殖大黄鱼大量产卵有利于自然资
源恢复。
　　三是实行限额制、配额制捕
捞。“配额捕捞是一种比较有效的
惯例措施，但科技要求与监管精度
要求比较高。”联合国粮农组织海
洋与内陆渔业处处长叶益民坦言，
禁渔期、增殖放流等举措虽有用，
但渔民们一旦解禁出海，也存在

“捕得更凶”的现象。曾参与制定
伏季休渔方案的浙江海洋大学副
校长徐汉祥认为，现在说大黄鱼资
源恢复还为时过早，应综合施策，
科学化增殖放流，加强海洋牧场建
设，削减捕捞强度。
　　此外，《“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
规划》指出，要优化调整近海捕捞，
严格控制海洋捕捞强度，优化捕捞
作业结构，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
管理。据介绍，目前我国首部国家
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地方性法规《舟
山市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条
例》正在进行新一轮修订，将对特别
保护区内的捕捞、海钓作出明确规
定。不少业内人士期待，新法能对
大黄鱼资源有更多立法保护。
    （参与采写：徐祝君）

“一网千万渔获”之喜，引来“围捕越冬场”之忧
刚有所恢复的东海野生大黄鱼，别又被捕“黄”了

面对“淘鱼热”，专家呼吁尽快立法限额捕捞，避免新型“绝户网”，保护好越冬亲鱼

▲近日，一名钓鱼客展示海钓野生大黄鱼。 (网络视频截图)

本报记者胡锦武、崔璐、姚子云

　　披上高科技外衣的量子保健产
品，打着新概念旗号的抗衰功能食品，
宣 称 新 疗 法 的 抗 幽 门 螺 旋 杆 菌 牙
膏……春节临近，又到了消费旺季，伪
概念营销现象再次抬头，消费者一不
小心就可能交“智商税”。

  “步步惊心”：概念营销全

是局？

　　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打“健康牌”
的产品，然而市面上众多大健康产
品 ，良 莠 不 齐 ，消 费 者 往 往 瘪 了 荷
包，没见真效。记者调查了解到，伪
概 念 营 销 现 象 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 三
方面：
　　“搭车”高科技收取“智商税”。
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其公
司网站宣传称，其生产上市的“量子
酒”通过量子技术提高震动频率，增
强 健 康 因 子 能 量 ，具 有 酒 疗 功 效。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系副教授吴
琦来指出，有关部门曾专门辟谣，市
场上各类“量子产品”，均已被证实
并不可靠，但量子水、量子肥料、量
子按摩、量子鞋垫、量子药等产品仍
屡见不鲜。
　　制造“新名词”增强迷惑性。“石墨
烯射频”“ CES 疗法”“亚美尼斯分
子”……记者用“抗衰”“助眠”“生发”
等关键词在各大网络销售平台上搜
索，海量产品扑面而来，其中那些“高
大上”的字眼格外醒目。
　　南昌市民彭女士说，自己爱美心
切，此前被广告宣称的“高频振动深层
清洁”技术吸引，花费 1000 多元从国
外代购一款洗脸仪，使用一段时间后，
觉得效果不好，将其“束之高阁”后，又
去研究其他新产品，家里不同的洁面
护肤仪器已不下十台。
　　鼓吹“原料神话”推动“迷信消
费”。Ａ 醇抗皱、玻尿酸补水……记
者发现，近来商家营销时，纷纷拿“原
料”“成分”说事，有些成分功效被说得
相当神奇。以干细胞为例，有商家称

“脐带血面膜”“植物干细胞”“胎盘提
取物精华”等化妆品中都含有干细胞
成分，可以修复皮肤细胞损伤、延长细
胞寿命、抗衰老。
　　“目前尚无干细胞在美容、抗衰方
面的研究。”吴琦来表示，2021 年国
家药监局修订发布的《已使用化妆品
原料目录》中，未收录名称含有“干细
胞”的化妆品原料，化妆品的标签宣称
含有“干细胞”，明显违规。

  “雾里看花”：知识盲区成

“灾区”？

　　当前消费领域出现上述乱象，反
映出一些商家利用消费者知识盲区，
钻法律的空子牟利。
　　混淆概念才能构设陷阱。去年，
一款崛起的网红饮料产品发致歉声明
称，在乳茶产品的产品标示和宣传中，
没有说明“0 糖”和“0 蔗糖”的区别，
容易引发误解。“当时就是冲着‘ 0 糖
0 脂 0 卡’的宣传语‘入坑’的，最后发
现原来只‘喝了个寂寞’。”经常购买该
饮料的“90 后”消费者曾川说。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 0 蔗 糖 ≠ 0
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普通消费者
很容易混淆，商家通过混淆概念大打
擦边球。
　　穿上“马甲”企图躲避监管。比如有
商家造出“润透白”等概念替代使用“美

白”词汇。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等法规，化妆品的功能、用途宣传
没有充分科学依据，是与实际不相符
的虚假信息，从而导致消费者受到欺
骗、误导，可能涉及虚假宣传，需要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南昌瀚中春律师事
务所律师戴姝晨认为，这些只不过是
商家为逃避处罚使出的小伎俩。
　　暴利驱动不惜铤而走险。一些
不法商家热衷于走捷径、玩概念的
背后，是暴利的驱动。比如名目繁
多的“抗幽牙膏”，单支价格几十元
至上百元不等，是同规格常规牙膏
价格的 3 至 10 倍。
　　而此前，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主办的“科
学辟谣平台”曾刊文否认“刷牙能治
HP（幽门螺旋杆菌）”。

伪概念营销岂能野蛮生长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在一些领
域，各种伪概念营销层出不穷，有损
部分消费者切身利益，甚至对当前
正常的春节市场秩序产生干扰，长
期来看也将对行业健康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应引起警惕。
　　有网站做过一个小调查，题为

“因为爱美心切，你都给啥上缴过智
商税？”不少消费者纷纷列举“酵素、
水素水（富氢水）/富氧水、负离子水
风机、火山泥洗面奶、能量手环、口
服胶原蛋白”等各类产品。其中不
少产品被证实是伪概念产品。
　　“概念滥用对行业带来极大伤
害，甚至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江
西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认
为，消费者上当一次，就会一直持怀
疑态度，结果真正有价值的新产品
就会被连累。
　　吴琦来建议，应搭建全国性权
威科学传播平台，对一些不确定性
的信息向公众及时予以提醒，增强
公众对科技类商品的甄别能力。
　　近年，监管部门不断完善监管制
度，出台《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营养
素补充剂（2020 年版）》《化妆品注册
备案资料管理规定》等新规，有效保
护消费者权益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面对监管挑战，戴姝晨等人建
议，应进一步建立完善分工明确的
监管体制，在确立专门机构负责涉

“科技类”产品监管的同时，要通过
加强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执法人
员的专业素养，提升监管针对性和
时效性。

抢票“加速包”到底藏了什么猫腻
本报记者王辰阳、贾远琨

　　春运如火如荼，尽管今年的铁路
运力相对充裕，但是一些热门线路在
春节假期前后几天仍然一票难求。“我
想买 30 日回老家江西的高铁票，暂时
没票。于是在几个 App 上试了抢票
功能，有的让我加钱买‘加速包’，有的
让我分享给好友助力提速抢票。”在上
海工作的黄女士说，“但是现在 12306
都有候补功能，抢票‘加速包’还有用
吗？”
　　与黄女士有相同疑问的乘客不在
少数。铁路 12306 官方微信公众号也
发出提示：所谓“加速包”并不能拥有
优先购票权，无论在哪款第三方软件
购票，都需要在铁路 12306 购票系统
排队。抢票“加速包”是否有用？如此
购票存在哪些风险？新华每日电讯记
者对此展开调查。

抢票“加速”套路多

　　根据不完全统计，提供火车票抢
票加速功能的平台超过 50 个，主要是
携程、飞猪、去哪儿为代表的综合性在
线旅行平台（OTA），和智行火车票等
购票 App 。这些平台纷纷把抢火车
票作为最重要的功能亮点，在 App 图
标上标注了“春节抢票”“免费抢票”等
字样。
　　记者在多个平台尝试购买 1 月
30 日上海至安徽安庆的高铁票，发现
不同平台抢票加速的规则各不相同，
但是都很复杂。有些 App 可以选择
不同价位提速，付费 0 元、20 元、40
元、60 元，分别对应低速、快速、高速、
光速。有些 App 不仅可以选择不同
价位的加速包，还可以邀请好友助力
提速，甚至可以开启专人抢票，平台介
绍该功能“全天有专人抢票”等。
　　复杂的抢票“加速”规则，被消费
者吐槽其中“套路”不少：
　　购买“加速包”不知情。白领范女
士表示，去年“十一”期间，在平台上买
了去泉州旅游的火车票，被诱导点击
了“加速包”购票，莫名其妙多花了
20 元。
　　“加速”等级的区别不明确。除了
字面区别，平台对低速、快速、高速、光
速的等级并没有说明有什么不同。有

网友吐槽，规则不够透明，导致成功概
率几乎是平台想设置多少就设置多
少，十分随意、没有依据。
　　有没有“候补购票”不知道。大部
分平台都提供了“余票监控”和“候补
购票”两个渠道。记者在某购票 App
上开通了“候补购票”的选项，但是在
铁路 12306App 的候补订单中并未查
询到。

抢票软件已无优势？

　　铁路 12306 多次公开提醒，消费
者使用的“加速包”并不能拥有优先购
票权，无论是哪款购票软件都要在铁
路 12306 购票系统排队。如遇到所需
车次、席别无票，可在线排队候补。当
对应的车次、席别有退票时，系统将自
动购买车票。
　　业内人士指出，在铁路 12306 平
台启用初期，还没有“候补”功能时，一
些抢票软件利用机器刷票的功能来抢
票，抢占了一定的时间优势，但 12306
平台推出“候补”功能后，这类软件的
优势就不复存在了。2021 年，12306
平台“候补”购票成功率达到 70% 以
上，在运力供给保障下，能够切实满足
旅客的需求。
　　尽管一些平台将“春运抢票”功能
作为“拳头”产品推出，但记者了解到，
没有任何一家抢票软件与铁路部门开
展过合作，抢票的成功率也与铁路部
门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行为或涉嫌虚
假宣传和不当得利。甚至一些抢票软

件还对 12306 平台接口进行破解，威
胁到旅客信息安全，也干扰了公平公
正的购票秩序。
　　据了解，铁路 12306 平台也在加
大技术识别力度，通过大数据更加精
准地识别抢票软件，一旦识别到，就不
会放票给抢票软件，旅客用抢票软件
购票成功的概率也会更低。
　　不少网友表示，抢票“加速包”是

“智商税”，但是在春运或节假日等需要
抢票的时段，愿意多一种购票渠道作为
心理安慰，平台也利用了这种心态，推
广抢票功能。

暗藏信息泄露等风险

　　业内人士指出，抢票“加速包”是
一笔糊涂账，而且存在泄露旅客个人
信息的隐患。有些旅客反映自己明明
没有买票，但 12306 平台上却有自己
的购票信息；还出现了旅客因自己的
个人信息被他人抢注 12306 账号，自
己反而不能注册的情况。
　　还有网友质疑，平台的抢票功能
是否涉嫌“技术黄牛”，损害了乘客购
票的公平？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社
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俊慧表示，在
同一“候补购票”场景下，如果抢票“加
速包”确实具备自动监测有无车票、自
动候补排队等功能，可能对其他未使
用该功能的用户造成不公平，损害用
户“候补购票”的公平性。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邢通
认为，平台在其显著页面宣传保证能
抢到票，或承诺抢票成功率的，可能构
成虚假宣传，涉嫌违反《电子商务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规。
　　“在 12306 平台已经提供‘候补购
票’功能的前提下，其他互联网平台提
供‘抢票’服务或收费‘抢票’服务，其
服务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合法性都存
在巨大问题，而且用户使用多个平台
的抢票功能，势必会额外增加 12306
网站候补购票功能服务器访问压力，
如果造成网站或服务器瘫痪，势必会
影响更多用户的权益甚至是公共利
益。”李俊慧建议，有关部门应该积极
介入，逐步推动相关平台取消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抢票”服务，或滥用“抢
票”服务名义开展宣传或招揽、吸引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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