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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上海海洋大学第十一届蟹文化
节暨2017全国河蟹大赛昨天亮相上
海，参赛单位和河蟹参赛数量均创历
史之最。此次大赛，以突出河蟹的整
体实力和团体优势为主，参赛单位需
提供雌雄河蟹各14只，共28只大闸
蟹。所有评比参数采用上海海洋大
学开发的“全国河蟹大赛评比软件系
统”，由计算机在综合参赛河蟹体重、
壳长、肥满度和个体差异后打分，从
高到低排序来确定金蟹奖。在金蟹
奖中由专家根据色泽、气味、口感等
性状评选出最佳口感奖。去年“蟹
王”和“蟹后”的重量分别为436.6克
和353.2克。今年再战，双双突破了
纪录。

为鼓励全国养蟹单位推广应用
优质种源，全国河蟹大赛还设立了最
佳种质奖。全国河蟹大赛经过10余
年的发展，已成为全国河蟹中的蟹将
军、“蟹大伽”的竞技擂台、交流舞台，
众多养蟹单位都不远千里齐聚一堂，
进行巅峰对决、华山论剑。

据介绍，河蟹是我国养殖地域最
广的水产甲壳类经济生物，全国除西

藏和海南未养殖河蟹外，其他各个省
市区均有河蟹养殖。2017年虽然经
历了历史上罕见的长时间高温天气，
对河蟹产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但由于
池塘养殖面积的扩大，全国整体养蟹
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水草养护技术的
发展和提升，今年的河蟹总产量仍处
于较高水平，预计全国产量将超过
80万吨，全国蟹源充足，广大消费者
可选择的机会多。

除产量外，今年河蟹的整体规格
也大于去年，更令人高兴的是今年河
蟹养殖克服了天气条件的不利影响，
河蟹口感和品质整体得到了提升和
加强，不同养殖区的河蟹均表现出规
格大、品质优等可喜局面。与此形成
对比的是，今年的河蟹销售价格却远
低于2016年。因而，对广大消费者
而言，今年是幸福的“品蟹之年”。

上海海洋大学专家介绍，从本世
纪以来，按照河蟹的生物学特点和生
态学要求，以“种草、稀养、投螺、调
水”为核心的生态养蟹技术不断丰富
和发展，全国各地出现各具地方特色
和水域特点的生态养蟹模式与技术，

构建“水下森林”和“水底草原”，形成
了养殖水域清澈、养殖池塘水草茂
盛，一些养殖地的池塘水质指标与环
境已优于外部的水源水，河蟹已处于
水产品食品安全等级“金字塔”的最
高端。

同时，现在全国各地的湖泊、池
塘、河沟等水体都能够生产出一大批
规格大、品质好的大闸蟹。这些大闸
蟹在外形和内在品质上无法有效区
分。因为都是中华绒螯蟹同一个物
种，就是在不同的水体中饲养成而已。

目前，上海本地蟹从外观、规格、
口感、品质等方面均不会低于全国其
他地区的大闸蟹，特别是上海大闸蟹
由于采用良种的比例高，其外形的美
观度和整齐度较其他大闸蟹要好，比
如，上海本土大闸蟹具有“腿长”这一
显著的外形特点。由于上海本地蟹
产量有限，品质又好，通常是按只卖，
一只蟹的均价在60元左右，高于外
地的一斤蟹价格，且在10-11月份
就销售完毕，所以，市民想吃一口上
海本地蟹不仅要抢时机，而且得付高
价钱。

2017全国河蟹大赛开赛“蟹王”“蟹后”重量为三年之最

今年河蟹规格大品质优价格低

近年来，以上海海洋大学成永

旭、马旭州等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针

对我国河蟹产业发展转型需求，甚至

将河蟹生态养殖技术用到了对口帮

扶上，他们到贵州平塘、铜仁、遵义、

陕西黄龙等地，通过驻地指导、技术

培训、实地观摩现场指导、技术合作

等方式，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多

收”，助力当地生态保护和资源循环

高效利用，在贵州平塘县、遵义和铜

仁地区，已推广 6000 多亩。河蟹在

青山绿水中爬出了金山银山，实现了

新的精准扶贫。

科研团队告诉青年报记者，早在

2012年团队在贵州平塘县进行大闸

蟹引进和养殖的试验项目探索时，当

年就喜获成功，给农民带来了增收，

成永旭教授被平塘县人民政府授予

“荣誉县民”称号。随后，学校对贵州

铜仁进行技术帮扶，通过组织培训、

实地巡回服务指导等，在全市6个区

县设立示范基地，使铜仁的河蟹养殖

在 5 年内发展到 6825 亩，亩产 72.72

公斤，并在 2015 年第九届全国河蟹

大赛中斩获金奖。

2014年起，成永旭团队对口支援

陕西黄龙，积极引导群众养殖大闸

蟹，用技术帮助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通过扶持特色产业帮助当地脱贫。

如今，三年时间，黄龙的河蟹养殖由

2014 年的二户 16 亩，发展到今年的

养蟹池塘110个，养殖面积425亩，已

辐射全县七个乡镇52户。河蟹养殖

已经成为该县的产业特色，打造“西

北河蟹第一县”成为其发展目标。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精准扶贫，河蟹在青山绿水中爬出了金山银山[相关新闻]

嘉定探索实践
品质教育课程改革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第二届全
国中小学品质课程研讨会近日在上
海嘉定举行。此次研讨会共吸引了
来自浙江、江苏、四川、江西、河南、北
京、天津、上海等24个省市近70个市
（县）区的1600余名课程研究专家、
教科研人员、中小学校长以及一线教
师参会。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按照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要求，
围绕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总体部署，
嘉定区以改革发展的“深化点”主动
对接嘉定新型城市建设的“高标点”，
探索实践“品质教育”课程改革。

“品质教育”的内在核心是什
么？要培养怎样的人？学生需要获
得怎样的品质教育？如何在“品质教
育”中实现核心素养的价值提升？嘉
定在实践中探寻内涵，“品质教育”中
的“品”，就是一种评价标准，意味着
教育内部自评与社会、家庭他评之间
的相互校准；“质”，就是达到标准的
程度，意味着通过适切的内在结构让
每一所学校获得更优质感。

本届研讨会以区域课程博览为
“触点”，展示嘉定中小学立足“文化铸
魂 科技提升”所推进的课程变革。通
过不同主题的校本课程群交流、分享、
展示，传播嘉定区中小学基于儿童立
场、满足学生成长需求的课程建设经
验，并结合各省市、各地区品质课程
建设路径与方略的深入解读，探讨学
校课程建设与品质内涵提升的关联
性，揭示课程品质和深度变革间的内
在机制，寻找课程深度变革的支点，提
炼课程深度变革的品质之道。

东华大学举行
华夏文创产业论坛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东华大学正
在重点打造国际时尚创意新高地，跟
爱丁堡艺术节等具有国际时尚元素
的机构或部门合作，更大力度整合上
海和国际时尚界的优质资源，并且联
合两岸三地的人才，打造有中国特色
的文化创意产业。这是东华大学副
校长刘春红近日在东华大学举行的

“文心华韵·2017首届华夏新时代文
创产业高峰论坛”上透露的。

据悉，本次论坛分为四大分论坛，
分别为：海归台胞创新沙龙、社群新力
量文创新引擎论坛、文创新思考，旅游
新业态——旅游产业发展论坛。

优先发展艺术品金融、舞台产业
等领域，长宁区不久前也推出了支持
时尚文化创意产业专项基金的实施细
则。长宁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
陈志奇表示，新时代、新气象，长宁区
在内容发行、文化全产业链的打造、聚
焦文化艺术产品等方面优势鲜明。在
实践中他们发现，文创跟各个产业载
体深度融合，可以散发出更多活力。

“我们应该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文
化好故事，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理事长王正
表示，做文化创意产业需要肩负三重使
命：产业使命，要求文创项目有经济产
出；文化使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两岸
使命，民间扮演好两岸青年文化交流的
先行者，推进两岸文创产业的发展。

来自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江西、山东、河南等地近70家单位选送的1800
余只河蟹，昨天在上海角逐全国河蟹产业界的“奥斯卡”，经过激烈角逐产生的“蟹王”重
量达523.8克，“蟹后”重量达361.0克，分别产自安徽和江西，重量均为近三年来最高。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全国河蟹大赛，工作人员在向大家展示获得“蟹王”、“蟹后”的两只大闸蟹。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