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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不是阳澄湖，也能出好
蟹”。但在诸路螃蟹之中，阳澄湖
大闸蟹一直被视作“尖货”，价格比
其他螃蟹高出不少，也最吸引人们
的目光。

去年4月，农业农村部把“阳澄
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地域保
护范围从阳澄湖湖区113平方公
里，扩展至周边516平方公里，生产
面积达到18408公顷。据苏州市
农村农业局抽测分析数据显示，今
年阳澄湖大闸蟹产量预计在10940
吨左右，是个丰收年。其中围网养
殖区面积1.6万亩，产量1575吨左
右；沿湖周边高标准池塘养殖面积
7.26万亩，产量9365吨左右。

事实上，即便以2016年的数据
来看，中国一年大闸蟹的产量也有
86万吨。产量1万余吨的阳澄湖
大闸蟹，所占仅1.2%。而在网络平
台，几乎每家售蟹商铺都将“阳澄
湖大闸蟹”字样着重标出。记者在
一家蟹卡月销量超过1万份的店铺
评论中看到，自9月18日起陆续有
购买者称，已经收到螃蟹并蒸着吃
了，而今年阳澄湖大闸蟹是9月22
日才开捕的。

为避免商家盲目“贴金”，早在
十多年前，阳澄湖大闸蟹即有对应
的蟹扣防伪标识。苏州市阳澄湖

大闸蟹协会新闻办主任姚水生多
次表示，“蟹扣相当于大闸蟹的身
份证。”

记者以“阳澄湖”“蟹扣”“防
伪”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网络
平台找到不少宣称能够制作蟹扣
的商家。一位商家给记者发来蟹
扣实体图，椭圆形塑料牌上印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以及“阳澄湖大闸蟹”字样。对
比发现，此款式为2019年版本。

为了防止伪造，每年阳澄湖大
闸蟹的官方防伪标识都会更新版
本。今年的蟹扣已于开湖当天向
公众揭开神秘面纱，玫红色标识用
于阳澄湖围网养殖区域，蓝色标识
用于沿湖周边高标准池塘养殖区
域。一年一变的标识却也难不倒
商家，经过咨询，对方表示支持“来
图定制”，即发给他们什么图，要什
么形状的蟹扣都能实现。“1万个蟹
扣起定，价格为0.22元一个。”

除了款式，蟹扣上甚至还可印
制二维码，扫码后出现的页面，其
图、文、音视频等均可定制。如果
消费者未留意这每年一变的蟹扣
款式，也不熟悉“正版”扫码跳转页
面、官方查询网站、公众号查询等
途径，很容易被糊弄。

（北晚）

螃蟹上市 套路横行

你买的可能是永远吃不着的“纸螃蟹”！
一年中品尝螃蟹的黄金时期快来了。近日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

行业协会发布消息称，阳澄湖大闸蟹已开捕，将在国庆节前后批量上

市。而准备大快朵颐前，消费者还要留心千奇百怪的卖蟹“套路”。

由于活体螃蟹“身娇肉贵”、储存
不易，号称“随吃随提”的螃蟹卡券近
年尤受消费者青睐。小小一张卡，方
便传情达意，又能满足口腹之欲，自用
送礼两相宜。电商平台上，发售螃蟹
卡券的商铺，销量达到数百上千的比
比皆是。

而卡券上诱人的螃蟹，却不一定
都能够吃到嘴里。“扫码填写了相关信
息后，已经一周多了，还处于‘待审核’
状态，未得到确认。”小聂告诉记者，9
月初朋友送给她一张蟹卡，想着国庆
节和父母共同品尝大闸蟹，她便倒推
时间填写了9月底发货的申请。“现在
也不确定能不能发，要是发不成，只能
当天去海鲜市场现买了。”

还有的蟹卡，尚未使用就已不见
踪迹。几场秋雨过后，周燕忽然想起
去年“双十一”前买的那张蟹卡。“当时
促销打折只要78元，觉得有6只螃蟹
很划算。自己吃，哪怕小点儿也不嫌
弃。”收到蟹卡后她预约提货，却始终
未能成功。“每次点进去就显示‘预约
已满’，约了三四次没约上，螃蟹也过
季了，就想着明年再说吧，结果根本不
记得塞在哪个角落了。”

卡券越卖越多，螃蟹产量却不能
无限增长。商家低价冲量，再在提货
系统中设置重重阻碍，拿着卡券的消
费者只能任凭摆布。2019年某明星

直播带货，原价299元的蟹券折后仅
66元。冲着明星与折扣购买了蟹券
的消费者却发现迟迟无法提货，一时
间该明星微博下被疯狂吐槽。有网友
控诉，“因为信任你买了好几张蟹卡送
人，结果现在又是预约不上又是地区
不发货，让人家怎么看我！”

记者发现，绝大多数螃蟹卡券都
会给出一个“数年有效”的期限，以此
作为消费者“万一当季提不到货”的应
对。然而等到第二年，又一波螃蟹卡
券汹涌发售，头年的螃蟹仍是未知。

“相当一部分卡券是买来送人的，有的
到了老人手里，可能根本就不会提
货。有的试了几次兑换不成功，嫌麻
烦就不弄了。有的像我一样，过一年
就找不到了。”周燕感慨，“不有那么句
话么，健身卡赌的是你不去，螃蟹券赌
的是你不提货。”

当然，也有提不到货的消费者会
选择退款。即便幸运拿到退款，于商
家而言，前后几个月过去，无形中得
到了可观的资金沉淀。或者卡券持
有者以较低价格出售，最终回流至商
家手中。记者在二手平台上看到，某
款零售价格200元出头的蟹卡，回收
价仅给到80元至100元。商家再加
价少许回购卡券，不需要真正的螃
蟹，即可轻松获取差价利润，怎么算
都不亏。

“什么叫 5888 型，难道是价值
5888元？”不久前，贺女士收到合作伙
伴赠送的一张蟹卡。打开精美包装，
卡片上5888四个大号数字赫然醒目，
一个“型”字缩得很小缀在后面。

细看规格，这张卡对应着8只螃
蟹，公蟹4.5两，母蟹3.5两。“700多一
只螃蟹？那也太金贵了！”因为涉及
到后续回礼，贺女士怀着忐忑的心情
去网络平台查询。她惊讶地发现，卡
片零售价608元，且可领一张300元
优惠券，减完仅308元。

1698型、2888型……除了直接
标明价格，网络上不乏以“数字﹢型”
进行组合的螃蟹卡券。记者咨询客
服得知，数字其实代表的是螃蟹型
号，对应可提不同大小的蟹。“就像汽
车，每家都有独立的型号体系。”

号称“独立体系”，但商家不约而
同选择以“8”结尾，且数字有零有整，
用意不言而喻。对人们“好面子”心
理的迎合，客服也并不讳言，“送礼显
得比较有档次”。而消费者却极易将
型号视作实际价格，有网友直言，“我
们去年得了一张2888元的卡，朋友送
的，我还礼送了一套等值化妆品。”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曾点评
称，“消法”明确规定，与消费者有重

大利益关系的信息，必须以显著方
式，或者在突出位置来提醒消费者注
意。“让消费者以为是1880元买的，实
际上已经涉嫌误导。”

如果说将价格“替换”成型号是
种文字游戏，好不容易成功提货，收
到的螃蟹“货不对板”则更为人们所
诟病。“标的公蟹4.5两，一称还不到4
两；母蟹3.5两，实际只有2两多，还是
挑大个儿称的呢！”提起去年收到的
螃蟹，蒋先生连称质量方面“动手脚”
的空间过大，已经不能用“运输过程
中水分流失”等理由来解释。

“我对斤两没什么概念，我妈放
手心一掂就说‘分量不对’。老婆拿
做烘焙的电子秤一称，发现确实差挺
多的。”他表示，若是到海鲜市场购
买，大家会很留意水、绳子等对分量
的影响。“可蟹都已经寄来，即便有问
题，很多人嫌麻烦也就算了。有的家
里连秤都没有，要是收的礼物，更不
好意思回头跟送礼者去说。”

此外，收到蟹后，商家通常要求
消费者当场开箱验货，辨别死活，确
认无误后再签收。若未确认即收货，
过后发现有死蟹，需在签收6小时内
联系客服。消费者如果没有绷紧验
货的“弦”，想要实现“死蟹包赔”也并
非易事。

易可筋伤旅行团又出发了
“治筋”让腰椎病夫妇免开刀

上周，3个上海名医开的易可中
医医院谭氏筋伤中心，又带着颈肩腰
腿痛患者外出旅游了，王老伯、吴阿
婆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旅行团里
不少人刚来时行走困难，要人搀扶、
坐着轮椅，甚至还有120急救车送来
的，别说旅游了，连日常生活都困
难。现在能旅游，他们都非常感谢筋
伤中心的王杰主任。

王老伯、吴阿婆夫妇80多岁，是
一对退休老教师。在几年前，他们双
双出现腰痛走不了路的情况，吴阿婆

甚至要让人搀扶，到医院一查，有椎
间盘突出和滑脱，医生让做手术，但
是害怕做瘫痪，就经人介绍来到了易
可中医医院找到了王杰主任。

经王杰上手诊断后发现，他们是
由于年轻时长时间的劳损，造成的腰
部“筋”的损伤，通过治筋可不必手
术。结合谭氏筋伤中心的“三阶段”
不手术治筋系统，王杰为老两口制订
了治疗方案。参加这次旅游，老两口
非常开心，他们说：“我们两个要活到
200岁！” （江南）

卡券和螃蟹间 可能隔着永远

型号涉嫌误导 分量货不对板

言必称阳澄湖“身份证”可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