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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有村民告诉记者，随着电捕蚯蚓的人越

来越多，现在陆续有人来管了。“一些公家人不让捕，

最近捕的人少了很多。”不过，依然还有不少人继续

电捕。机场附近一家单位的保安告诉记者，“我们也

管过这些电捕蚯蚓行为，但我们这边不让他们电捕

蚯蚓，他们就到路边的绿化带上，我们也管不着。”

听闻这件事，一位农技人员对此深感忧虑。在

他看来，蚯蚓的价值，实际上远远超过它的经济价

值，因为在自然环境中，蚯蚓擅长挖洞松土，还能分

解有机物，为生长在土壤里的微生物创造良好的条

件，便于它们生长繁殖，此外，蚯蚓还可改良土质。

因此，过度的电捕蚯蚓，就会导致片区的土壤坏死，

因为没有蚯蚓的自然松土，土质就会变得坚硬，这样

就不利于农作物、花草灌木的生长，一些有机物掉落

在地上就不容易分解，土壤里的营养就会逐渐丢

失。“过度的电捕蚯蚓，对大自然的危害相当严重。”

该农技人员说。

但记者在走访一些部门时，他们表示出无奈：在

我国，目前电蚯蚓的行为并没有像电鱼一样被纳入

整治范畴，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这就导致电

蚯蚓现象愈演愈烈，在广大农村越来越常见。

●农技人员：
过度电捕蚯蚓
对大自然的危害相当严重

“有爱的家庭很温暖。”家住淮安工业园区

张码办事处刘桥村的刘乃付说。刘乃付今年73

岁，2019年6月，他的家庭荣获第二届“淮安市

文明家庭”称号。

刘乃付全家共11口人，四世同堂，大儿子

和二儿子都在外地工作。“老母亲93岁，由我和

爱人照顾。”刘乃付说，他退休前是一名医务工

作者，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爱人何素英是农

民，在刘乃付退休前独自照顾年迈的婆婆，把婆

婆当亲娘，从没有和婆婆吵过一次嘴、红过一次

脸，婆媳关系十分融洽。

刘乃付特别重视家庭教育，注重良好家风

的传承。他奉行“家和万事兴”“忠厚传家久”

“百善孝为先”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父母的潜

移默化，影响孩子的一生。1986年，大儿子刘

爱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现任深圳某

公司董事长。1989年，二儿子刘爱军以优异的

成绩考取天津大学，现任杭州某公司信息部主

任。兄弟俩说，他们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家风的

熏陶和父母尽心的培养。“虽然两个儿子都在外

地工作，但每逢节假日，他们一定会回来看望我

们和奶奶，尽尽孝心。”刘乃付说。

刘乃付怀着医者仁心，一直在帮助他人。

1999年，同村女孩刘晶晶的父亲突遭意外，不

幸去世。刘乃付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从刘晶晶

上初三到大学毕业，他一直资助刘晶晶，使她免

于失学。 ■融媒体记者 王夏禹

本报讯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首届江苏

省标准创新贡献奖，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

限公司主导修订的国家标准《体育用人造草》

（GB/T 20394-2019）喜获该奖项项目奖二等

奖。

江苏省标准创新贡献奖是经江苏省委、省

政府批准设立的评比表彰项目，由省市场监管

局主办，奖项包括组织奖、项目奖和个人奖，每

两年评选一次。其中，项目奖的表彰对象为现

行有效的标准，每届限额30个，包括一等奖5

个、二等奖10个、三等奖15个。

作为人造草坪行业的领军企业，江苏共创

人造草坪股份公司主导修订的《体育用人造草》

国家标准，已于2019年8月30日发布实施。该

标准适用于运动场地铺装的人造草，规定了体

育用人造草的产品分类和规格、要求实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修订的《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特别关注

产品的安全性80FD，并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

对标准的文本结构进行了调整；针对体育用人

造草产品的簇绒密度、草丝高度、草丝克重、渗

水性、耐酸性、耐碱性、草丝拉断力、草丝耐磨

性、老化性能、低温实验性能、单簇草丝拔出力、

底布拉断力、阻燃性等主要性能的测试方法加

以规范，对技术指标加以限定，确保了指标设定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保护消费者安全、保护环

境安全，及试验方法、与国际接轨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重要补充。

这些修订不仅能够使得标准在国内人造草

坪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中得以应用，同时也贴

合国际通用标准指标，确保国产人造草坪产品

得以更好地走向世界。

■通讯员 帅堃 融媒体记者 张小燕

本报讯 盐水鹅、麻辣鹅、酱鹅、鹅掌、

鹅肠……位于淮阴区樱花农贸市场东门斜

对面的“鹅之道”的玻璃柜中，各式各样以

鹅为原材料做出来的卤味，让人看了馋涎

欲滴。

每天下午5点左右，是“鹅之道”店内顾

客最多的时候。“给我来半只盐水鹅，再来

点鹅掌……”张女士是“鹅之道”的常客，她

说，想要买到盐水鹅就得赶早，若是等到6

点多，就卖完了。“店里的特色就是盐水

鹅。”“鹅之道”老板韦红告诉记者，盐水鹅

咸鲜软嫩的口感受到很多顾客的喜欢，有

的顾客没时间来还会提前电话预约。

在韦红刚准备开这家卤味店时，她专

程去扬州跟随大厨学做盐水鹅，但顾客的

反响并不是太好，后来韦红就根据顾客的

反馈不断更新、精进盐水鹅的口味。有一

次她听说在上海有几家专做鹅的菜品店很

受欢迎，于是她连夜坐车到达上海，一次性

买了六七百元的盐水鹅回来品尝，比较出

不足后再继续改良口味。

如今，“鹅之道”在樱花农贸市场附近

已经开了6年，除了店内的特色盐水鹅，在

其他的菜品制作上，韦红也精益求精。据

韦红介绍，每种菜品在制作时都会经过严

格的选材，不同品种的鹅适用不同的菜品，

用到的辣椒也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专用辣

椒。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韦红在网络平台

开通了“鹅之道”账号，接到了不少外地订

单，也获得了许多外地顾客的点赞。“接下

来，我希望能将‘鹅之道’推广成我们淮安

的品牌。”韦红说。 ■融媒体记者 高婷婷

一次性买了六七百元的盐水鹅回来品尝，比较出不足后再继续改良口味——

以鹅为食材，做出鹅鹅鹅……

我市一企业

获首届江苏省
标准创新贡献项目奖

有爱的家庭很温暖
——记市文明家庭

刘乃付家庭

“那些人抓得太多了，价格这几天掉得厉
害，以前20多块一斤，现在掉到了四五块。”4月
12日下午，在淮安涟水国际机场附近的一条水
沟边，两名中年妇女边用钉耙翻找着蚯蚓，边叹
息地说。4 月 12 日上午，本报新闻热线
18816228110接到市民反映，淮安涟水国际机
场周边的绿化带、草地里，很多农民用电瓶电捕
蚯蚓。“这和电鱼一样，都是‘绝户行为’啊！无
论对蚯蚓还是对土壤环境，危害都很大。”这位
市民说。 ■融媒体记者 何剑峰 实习生 高远

“有人专门收，在家闲着也是闲

着。”用钉耙翻找蚯蚓的中年妇女告诉

记者。她们都是附近的村民，这几年

一直都有人常年过来收购蚯蚓。一开

始，最高的时候收购价达到过每斤四

五十元。后来随着捕蚯蚓的人越来越

多，捕到的蚯蚓也越来越多，价格不断

下降。

蚯蚓在民间有另外一个称呼，叫

作“地龙”。地龙是我国重要的中药材

之一，通过将蚯蚓晒干制作而成。由

于蚯蚓在农村地区比较多，一些农民

就把捕捉蚯蚓当成了一项贴补家用的

赚钱方法。“每天都有人到那边去收。”

该中年妇女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小区

说。

据介绍，目前在机场附近，很多村

民都将捕捉蚯蚓当成空闲时赚钱的好

方法，捕捉的方法也大多分成钉耙翻

找和电捕这两种。“我们就在水边的土

里用耙子耙，比不上那些人用电抓得

多。”该中年妇女告诉记者，那些电捕

蚯蚓的人，都会选择在机场路周边的

绿化带里捕捉。

按照这两名妇女的指引，记者很

快就在路边的一个绿化带里看到了一

对五十来岁的夫妻。此时，他们正在

往电动三轮车上收拾着电瓶、钢针。

车上的塑料桶里，装有一两百只蚯

蚓。“哎，钢针坏了，回去换。”丈夫说。

丈夫告诉记者，看着周围越来越

多的人靠着电捕蚯蚓赚了钱，他们去

年11月份专门购买了电瓶。当时由

于是冬天，蚯蚓很难抓，一直没能用得

上。开春后，两口子只要一有空就来

电捕，“每天正常收入百十块钱。”

在路边另一处绿化带里，四五个

人正在分散着捕捉。电瓶发出嗞嗞的

声音，他们脚上穿着胶底鞋，拿着通上

电的钢针，一步一步地插进地里。“地

上都有电，被电到麻麻的。”一村民说。

记者看到，通上电的两根钢针相

距1米左右，往地上一插，也就几秒钟

的时间，就有蚯蚓从地里钻了出来。

村民们手拿两根筷子，寻找着钻出来

的蚯蚓，等它们身体大部分钻出地面，

再捡起来放进旁边的桶里。也就两三

分钟的时间，已经抓了十几二十只。

等待不到1分钟，看没有新的蚯蚓出

来，再拔出一根钢针，换个地方再插进

地里。“一定要等它们大部分都钻出来

才好抓。不然受到惊吓，再钻回去的

话，就再也不出来了。”一名正在电捕

蚯蚓的村民告诉记者。

●现场观察：通电钢针一插，蚯蚓纷纷爬出来

●村民讲述：捕蚯蚓成周边村民赚钱途径

一个电瓶 两个钢针 两三分钟抓获十几只蚯蚓

电捕蚯蚓贪了小利伤了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