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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海珠）“请您留在
台州，过个幸福年。”最近几天，一封
致在台州务工人员的倡议书刷爆了
朋友圈。

因国内多地出现散发病例和局
部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为最大限度降低外来员工春节集
中返乡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同时
做好稳就业、保产业工作，我市组织
开展“我在台州过大年”活动，以“九
个一”暖心举措鼓励外来员工留在台
州过年。

“昨天召开员工大会后，我们制
定并发布了非台州籍员工留台政策，
没想到今天就有五六十名非台州籍
员工表达了留台过年的意愿，预计再
过几天报名人数将达到 100多名。”1
月15日，浙江信鑫实业有限公司总裁
殷作杭说，他们率先响应，出台了一
系列暖心举措，花“真金白银”鼓励和
支持公司外地员工留台州过年。

信鑫实业是台州知名侨资企业，
从事汽车零配件生产，现有 300多名
员工，其中非台州籍员工占六成以

上。为最大限度降低集中返乡带来的
疫情不确定因素影响，鼓励外来员工
留在台州过年，在春节期间，信鑫实
业为留台过年的外地员工免费提供
吃住并发放1000元过年红包。

“我们计划在农历腊月廿五或廿
六放假，除夕夜安排员工吃年夜饭，
正月初二开始安排留台的外来员工
在台州各大名胜景点旅游。由于公司
订单较多，预计会提前复工复产，员
工在春节期间上班的，我们会按照国
家规定发放加班工资。年后，我们会

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分批次安排员工
返乡探亲，探亲假为期一周并报销往
返路费。”殷作杭说。

因为侨资企业境外业务往来较
多，对国内外疫情形势有更深的体
会，除了信鑫实业，台州市其他侨企
也纷纷出台非台州籍员工留台政策，
比如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颐
顿机电有限公司、浙江澳川液压器材
股份有限公司等侨企，均出资补贴每
位留在台州过年的外来员工，鼓励他
们在台州过年。

“春节期间在地在岗过年，既能
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风险，同时
也能缓解节后企业的招工生产压力，
我们希望企业能从物质和精神方面
做足准备，让更多的员工知道，留台
州过年，一样可以过个好年。”台州市
侨联副主席黄巧巧说。

台州侨企纷纷推出暖心举措，鼓励外地员工留台州过年

“请您留在台州过个幸福年”

本报讯（记者章 韵 通讯员孙予
思）“进口冷链食品和其它食品要分
区存放和售卖，防止交叉感染风险。”
日前，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在某羊肉馆就进口冷链食品规范
存放进行指导，并督促经营户严格落
实“三证一码”防疫措施，不购买无检
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证明、消毒证
明、追溯信息的进口冷链食品。

据了解，针对目前路桥区部分
冷链食品企业还未严格落实“三证
一码”，对进口冷链食品存储、销售
不够规范，对进口冷链疫情防控的
意识不够到位等问题，自 1 月 5 日
起，路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为期 2
个月的冷链食品企业“三服务”活
动，通过拉网式走访、规范式指导，
确保进口冷链食品“全受控、无遗

漏”闭环管理落实到位。
“‘三服务’活动旨在指导帮助基

层、企业、群众解决冷链食品物防工
作中的实际问题。”路桥区市场监管
局的工作人员说，主要包含五方面的
指导，即服务指导冷链食品信息应上
尽上“浙冷链”；服务指导进口冷链食
品应入尽入集中监管仓；服务指导冷
链食品企业应查尽查规范要求；鼓励

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应用尽用“浙冷
链”系统；服务指导各地应处尽处物
防突发事件。

为确保此次“三服务”出实效，该
局设立进口冷链食品“三服务”物防
工作专班，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实体化
办公室开展集中办公。截至目前，该
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431人次，检查生
产经营单位 902家次，责令整改 40家
次，立案查处 4 起。路桥区入“浙冷
链”主体 368家，累计溯源码赋码 2.7
万余张，入库数 5万余条，出库数 1.2
万余条。

路桥扎实开展冷链食品企业“三服务”

本报讯（记者章 韵）在我市，大葱
和小米椒的食用量虽然不大，但也是
日常饮食中的一味调料。然而最近，大
葱价格跳跃式上涨，小米椒的价格也
堪比肉价，让很多市民大呼吃不起。

“买了 2根大葱，花了 2元多钱。”
近日，市民陈女士说，往日里到菜市场
买菜，老板总会额外塞上几根免费的
葱，可现在没了，老板说送不起。“送不
了就只能买，葱竟然要每斤 14元，让
我有些接受不了。”

陈女士说，她退休后帮女儿照顾
孩子，每天操持着一大家子的饭菜，对
菜价涨跌是了如指掌。从去年至今，好
多农产品的价格都创造了几年来的最
高纪录，从猪肉、羊肉、牛肉等肉类，到
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再到大家日
常需求的葱、姜、蒜等，价格轮番涨了
个遍。“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便是葱和小
米椒，葱从免费送到 14元每斤，小米
椒从原先的七八元每斤涨到了 35元

每斤，比猪肉还贵。”
昨日，记者走访我市多个农贸市

场。多个摊位的老板表示，自去年以
来，菜价确实都有所上涨，只是有些涨
幅不明显，有些涨幅比较大。“葱和小
米椒的价格疯涨是因为近期冷空气在
影响，天气太冷，都冻死了。量少了，价
格自然就贵了。葱价现在有所回落，10
元每斤。”

椒江永安亭菜场的摊主王女士
说，原本葱就两三元一斤，一斤一大
捆，消费者来买菜，送几棵葱也不见得
有啥，还能讨个好感，增加再次光临的
几率。但现在太贵了，有些消费者就买
三四元钱的菜，如果再送几根葱，不但
没钱赚，还得亏。“虽然葱、小米椒的价
格翻了好多倍，但对于我们来，利润没
涨。就像葱，我们进价 9元每斤，卖 10
元每斤。本来就涨了那么多，如果我们
再加很多利润，就更卖不出去，毕竟葱
并非必需品。”

受冷空气影响

大葱和辣椒价格上涨明显

本报记者章 韵文/摄
它是传说中南宋皇帝赵昺赐

名“御膳白玉羹”中的一道食材，是
鲁迅散文《故乡》中闰土捉的海边
跳鱼，也曾因央视《舌尖上的中国
2》而全国闻名，它就是跳跳鱼。
2020年，三门敢为先农业专业合作
社的跳鱼干干货礼盒，被评为台州
伴手礼。

有“海中人参”之誉

敢为先合作社的负责人金冶
利介绍，跳跳鱼主要生活在我国东
南沿海的一些滩涂上，栖息于河口
咸淡水水域和近岸滩涂的低潮区，
是一种珍贵鱼种。台州人也叫它

“弹胡”，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高
维生素的食品。

按三门传统习俗，产妇坐月子
时，娘家必备跳鱼干，有滋补功效
和催乳作用，对小孩子也有非常好
的补钙功效。此外，跳跳鱼有滋阴
壮阳、美容养颜之功效，在东南亚
被誉为“海中人参”。

跳跳鱼最富传奇色彩，则是皇
帝赐名的故事。据说南宋末年，宋
室兵败，皇帝赵昺和群臣逃到一个
岛上，向一户渔民家讨口饭吃。贫
困的渔民拿不出粮食招待客人，只
好将刚捉来的跳跳鱼连同豆腐一
起放在冷水锅里烧煮。烧熟后，渔
民掀开锅盖却不见鱼踪影，误以为
鱼逃走，直到进餐时，才发现鱼钻
藏到豆腐块里。赵昺吃后觉得此菜
鲜美异常，再听说了渔民描述，一
时兴起，赐名“御膳白玉羹”。

跳鱼干“出去难”

金冶利说，原本跳跳鱼只是在
三门当地比较受欢迎，2014年因为

《舌尖上的中国 2》，跳跳鱼一下子
被全国人民所熟知。那段时间，在
上海海鲜市场卖海鲜的人两个月
就能卖以往一年跳跳鱼的量。

每年的 4月份，新鲜的跳跳鱼
大量上市。过了这个季节，大部分
的跳跳鱼一般都会被制作成跳鱼
干。刚刚捕获的新鲜跳跳鱼，先将
其穿成串，再用麦秸或稻草点燃烘
烤，烤到鱼皮变黑变焦、鱼肉熟透、
鱼香四溢，经过三四天的太阳暴
晒，直到晒干晒硬。此时，跳鱼干跟
新鲜跳跳鱼吃起来味道已经大不
一样，具有后者所不具备的独特鲜
味和香味。三门人喜欢用跳鱼干烧
汤，其味妙不可言。跳鱼干也经常
用来煮面条、炒面、炒年糕等。

“跳鱼干在跳跳鱼整体销售中
占 70%以上，因为经过麦秸或稻草
点燃烘烤，有一股烟熏的焦味，外
地的消费者对此口感有疑虑。”金
冶利说，这也导致三门销往外地的
海鲜大礼包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
会放些鳗鱼干，不但成本比跳鱼干
低，也降低了遭客户异议的风险。
而事实上，跳鱼干在烹饪后，几乎
不会再有烟熏味。“换句话说，跳跳
鱼火遍了全国，但没有给我们三门
当地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效益。”

传统加工方式需改变

“跳鱼干干货礼盒能被评为

台州伴手礼，自然是开心的。”金
冶利说，评选伴手礼是为了更好
地让产品走出去，但要让跳鱼干
真正走向全国，面临着很多的困
难，最为关键的是传统加工方式
很难改变。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所有的
跳鱼干都是从散户手中收购来
的，没有一家是自行生产的。

“散户都是钓到跳跳鱼后，直
接在家门口或者墙角烤制。没法
企业化标准化地生产，生产车间
不可能用明火去烤制，这涉及到
安全生产问题，这也直接导致跳
鱼干没法进行 QS 认证，只能作为
预包装的土特产进行销售，更无
法赋予品牌、广告等，再加之烟熏
味及外形不够美观，造成销售的
局限性。”金冶利说。

那是否可以创新加工方式，
使口感适应更广大的消费者，也
符合标准化地企业生产方式呢？

“ 曾 经 动 过 念 头 ，但 目 前 来
讲，操作的可能不大。”金冶利说，
三门是浙江省最大的海鲜养殖基
地，却没有一家海产品深加工企
业。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也直接导
致去年年初疫情爆发后，三门海
鲜销售告急。

如 果 三 门 有 海 鲜 深 加 工 企
业，当时完全可以将一些海鲜加
工后再出售。“三门很多海鲜经营
者不缺资金，缺的是海鲜深加工
的技术。跳鱼干的传统加工方式
在三门已深入人心，要改变方式
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筹谋和
规划，也需要相关部门的引导和
指导。”金冶利说。

关键是其鱼干的传统加工方式很难改变

火遍全国的跳跳鱼
为何没带来实质性效益？

1月17日，临海上盘镇穿焦山码头，养殖户正在将刚收割的新鲜紫菜打包出
售。据了解，2020年我市各海域紫菜养殖效益普遍大增，亩产值超过万元。养殖户
介绍，年关临近，鲜紫菜批发价比上年同期上涨一倍多，至每公斤 3.5 元以上。

本报记者王有献摄

本报讯（记者李寒阳）“请问肥牛
是卖完了还是下架了？”1月 17日晚，
在市区一火锅店，市民陈女士发现，店
里的进口牛肉已全面停售。服务员表
示，受疫情影响，该店的进口牛肉类菜
品现已无法实现每日配货，故暂时下
架其中的大部分种类。

国内外疫情依旧严峻，进口产品
的产能、产量都受到一定影响，肉类、
海鲜等进口食材的到货周期往往要超
过 3个月。餐厅的进口食材大多不便
库存，需要“日配”，部分供不应求的餐
厅便下架了店内的进口菜。

西餐、日料等外国菜系在中国一
直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在一家家外
国餐厅开业的同时，一大批的进口生
鲜则走进了中国百姓的厨房并被端上
餐桌。

随着“进口生鲜食品上检测出新
冠病毒”等消息传出，老百姓逐渐对进
口食材产生了抵触情绪。虽然部分餐

厅的进口生鲜供不应求，但对于有囤
货能力的进口超市而言，顾客的购买
情绪低则成了他们的烦恼。

“我们目前减少了冻品的进口，
一方面因为目前销量减少，库存有所
积压，另一方面是因为对进口冻品的
检测提高了成本。”宁波保税区进口
商品直销中心（台州店）负责人林福
元表示，从正规渠道进口的冻品需要
经过严格、全面的检测，到达各商超、
店铺后还将进行二次复测，保证其安
全性。

对于部分餐厅的进口食材因“日
配”难而下架的问题，林福元认为，超
市囤货、餐厅缺货，两者应该加强合
作，共渡难关。

“大型连锁餐厅往往有内部进口
供应部门或合作的供应商，当他们的
货物紧缺时，可以找寻当地可靠的生
鲜超市进行战略合作，保证菜品能持
续供应。”林福元说。

进口食材“日配”有难度

我市部分餐厅
下架进口肉类

时下正是荸荠采收季节。连日来，在黄岩区院桥镇前后宅、店头等村的田地
里，随处可见种植户挖荸荠的繁忙景象。荸荠是该镇的特色农产品，今年该镇
1000多亩荸荠喜获丰收，亩产可达5000斤，预计亩均收入2万元以上。图为1月
13日，上桥洋村种植户泮岩福正在田间采收荸荠。 本报通讯员金曼春摄

荸荠获丰收，农户忙采收

紫菜养殖效益大增

近年来，温岭通过建设
特色产业小微园，不断优化
小微园区生产配套服务、生
活配套服务、政策咨询服
务、人才科技服务等功能，
引导小微企业集聚发展，助
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温岭
已建成投运小微园51个，厂
房面积 320 万平方米以上，
入驻企业1200余家，2020年
实现产值50亿元以上，使小
微园区成为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摇篮”。图为1月17
日，温岭市大溪镇沙岸小微
园区，乾丰泵业有限公司工
人正在组装水泵。

本报通讯员刘振清摄

集聚小微企业
助推产业升级

图为跳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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