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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在位
于南泉太湖边芦苇滩
上，几位民工用机器
割芦苇。近日，无锡
太湖沿岸芦苇开始收
割，这既能防止芦苇
枯败下来对太湖形成
污染，同时还有利来
年的新芦苇生长。

（还月亮 摄）

本报讯 一到冬天很多人视狗
肉为御寒美食，正因为狗肉紧俏，一
些不法分子伺机瞄准“商机”，使用
非法手段毒杀犬只倒卖牟利。据市
公安局通报，近日，警方全链条打掉
了一个非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犯罪团伙，查获被毒杀犬只440
多条以及蜡丸、飞镖等作案工具。

日前，周铁派出所民警在辖区
巡逻时，发现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
形迹可疑。民警检查过程中，从摩
托车后备厢里发现了蜡丸和鸡骨
头，两人承认携带这些物品沿路寻
找无人看管的狗投喂。随后民警对
他们的住所进行了检查，在租房冰
柜内查获3条剥皮去内脏的狗。嫌
疑人吴某某和李某某都来自贵州，
他们交代平日合伙出门作案，这几
只处理好的狗正等人上门收购。警
方对冰冻的几条狗进行了送检，检
测结果显示含有剧毒物质氰化物。
无独有偶，大约两周之后杨巷派出
所根据市场监督部门移交的线索，
在盐城男子孙某某租赁的冰库内，
查获431条剥皮去内脏的狗。据调
查孙某某的这些狗肉没有正规来
源，经送检发现也含有氰化物。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对两起案

件展开并案侦查。吴某某、李某某
与孙某某虽然不认识，但他们的上
线共同指向了在安徽做批发生意的
狗贩子丁某某。专案组循线追踪，
赴安徽等地陆续抓获丁某某等人，
查获部分尚未出售的狗肉，并赴贵
州、浙江等地抓获买卖、运输剧毒物
质氰化钠的白某某、韦某某等人。
至此警方共抓获7名嫌疑人，查获
氰化钠原药1300多克、被毒杀犬只
443条，以及毒狗蜡丸50多颗、毒
诱饵和毒飞镖若干。

参与办案的宜兴食药环大队民
警说，毒杀的狗没有饲养成本，剥皮

狗肉收购价为每斤14元，一条体型
稍大的狗价格100多元。这些狗肉
大部分流向周边农贸市场、饭店、火
锅店等场所，最后摆上餐桌满足一
些吃货的味蕾。不法分子偷狗使用
了有毒工具，消费者食用这类狗肉
很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而且被毒
死的狗当中有一些是家养宠物犬，
有一些是农村地区的土狗，其余大
部分为流浪犬，“流浪犬本身有没有
带病毒也未可知”。对此警方表示
会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并呼吁
市民慎吃来路不明的狗肉。

（念楼）

无锡市今年新增18家

108家龙头企业
引领农业产业化

本报讯 既有从事肉类包装
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
有专注于RFID射频识别和无线
传感技术领域的研发、生产的高
科技企业，还有从事从红豆杉中
提取紫杉醇原料药以及紫杉醇注
射液等抗癌药物研发、生产和销
售的企业……记者昨从市农业农
村局获悉，今年无锡新增了18家
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全市
市级龙头企业达到108家。

“要成为市级龙头企业的门
槛是不低的！”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获凭市级龙头企业
需要在资产规模、年销售收入、带
动农户等方面达到一定要求。企
业主营农产品销售额涉农营业收
入需占企业总销售额的70％以
上；企业资产及经营规模应在
600万-1000万之间，且负债率
一般低于65%；企业产品需要有
较强的竞争力，产销率需要在
85%以上。满足上述基本条件，
企业才具备评审我市农业产业化
市级龙头企业的初步资格。

经各市（县）区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初审上报，专家现场评审打
分，今年18家企业获评农业产业
化市级龙头企业。获凭市级龙头
企业的企业，经营效益好可以晋
升省级龙头企业。其中，坐落于
江阴市长泾镇工业集中区的升辉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
多层共挤功能性高分子薄膜的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企业，产
品被广泛应用于食品、日化、工业
等诸多领域，年销售超7.5亿元。
该公司主要与世界著名肉类企业
JBS、Marfig 等企业合作，与双
汇、正大食品、中粮等大型养殖、
屠宰的农业化龙头企业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2020年直接带动农
户2000余户，直接带动农户增收
500万元。

截至目前，今年无锡市新增
省级龙头企业6家，国家级龙头
企业2家，是机构改革后成立无
锡市农业农村局以来的最好水
平。 （袁晓岚）

太湖银鱼、太湖白虾、太湖白鱼、
长江刀鱼、长江河豚……这些都是无
锡人耳熟能详、百吃不厌的“江湖美
食”。但是您知道吗？这些菜名不能
出现在菜单上，否则就是违法。近
日，常州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对一家打
出“太湖银鱼”菜名的私房菜馆行政
处罚 390元，因为太湖流域已经禁
捕，太湖所产银鱼不能作为菜品，拿
普通银鱼宣称“太湖银鱼”涉嫌发布
虚假广告。

这一报道引起了网友的热议，那
么，无锡的情况如何呢？有无锡网友
表示，去吃湖鲜时看到菜单上写的都
是“银鱼炒蛋”，没见过写“太湖银鱼
炒蛋”的；唯一见标的只有“無夕”的

“太湖三白馄饨”。也有网友反映，宜
兴沿湖有一些相关的餐馆名称，比如
太湖1号、湖鲜馆等，如今菜单上照样
写着激浪鱼、太湖白虾、太湖银鱼等，
但是店家说都是人工饲养的。还有
网友说，有商家已将店名由“湖鲜馆”
改名“时鲜馆”了。甚至有网友晒出
有店家打“擦边球”的图片——将“太
湖三白”写成“大湖三白”。记者在大
众点评APP搜索发现，输入“太湖银
鱼”“太湖白鱼”已经搜索不到相关内
容，“太湖三白”还能搜索到相关店家
和菜品信息。

自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开展
以来，关于长江三鲜不能上菜名这点
非常明确。去年江苏高院有过专门

的通告：严禁销售，严禁使用“野生长
江鱼”“野生江鲜”等字样开展经营活
动，以及以此为营销噱头对商品进行
引人误解的宣传。去年，无锡、江阴
有关部门就曾对宣称“长江刀鱼”“长
江中华鲟”的经营单位做了相应处
罚。

既然“太湖银鱼”“太湖白虾”“太
湖白鱼”属于长江流域禁捕渔获物，
那么出现在菜名上不是涉嫌虚假宣
传，就是触犯了“禁捕”规定。但属于
地域产品指称的“太湖三白”，是否涉
及虚假宣传呢？市监部门表示要视
情况而定。截至目前，只在今年1月
一次日常检查中发现一例因当事人
在经营场所内放置的纸质菜单中有

“太湖白鱼”和“太湖白虾”字样，以涉
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了处罚。

“只有斩断产销链、摧毁利益链，
才能真正‘禁得住’。”滨湖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针对
重点地区、商户、市场等组织专业执
法人员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开展水产
品专项市场排查，严禁各商场市场、
餐饮服务、水产品经营等单位采购无
溯源凭证、来源不明的水生野生动物
或其产品。通过前期大力宣传，以及
督促不合规的经营主体整改变更店
名，如今，已基本找不到挂着“野生江
鲜”“正宗江鲜”等牌子的店面。

（晚报记者 潘凡）

菜单上出现“太湖银鱼”涉嫌违法！

“大湖三白”，差一“点”成擦边球

太湖边芦苇太湖边芦苇
收割忙收割忙

冰库里发现400多条剥皮狗

警方抓获毒杀贩卖狗肉团伙

作案工具。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