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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每 100 只小龙虾，就约有 7 只
产自湖北省潜江市。 2021 年 10 月，农业
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渔业渔政管理局
发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图谱（2021 年
版）》显示，2020 年，我国小龙虾养殖总产
量达 239.37 万吨，其中，潜江市产量为
17.25万吨，在全国县域排名中位列第一。

潜江市河湖纵横交错，全市无自排
能力的低湖田一度达 20 万亩以上，农田
涝渍现象普遍，每年仅能种植一季中
稻。近年来，潜江市在低湖田地区率先
推广“虾稻共作”生态种养模式，亩均产
值大幅提升。 2018 年初，原农业部发布
首批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名单，

潜江市有两个上榜，分别是莱克国家级
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华山国家级稻渔
综合种养示范区。

据潜江市龙虾产业发展中心统计，
2020 年全市虾稻产业链综合产值达 520
亿元，已建成“虾稻共作”基地 85 万亩，小
龙虾产业从业人员逾 20 万人。这意味着
在常住人口近百万的潜江，大约每 5 人中
就有 1 人从事小龙虾产业。国家统计局
潜江调查队表示，“十三五”期间，潜江市
粮食供给水平保持稳定，每年粮食产量持
续稳定在 59万吨以上。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
必然要求。2021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农产品加工
业发展，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此前，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底印发的《关
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
的现代产业体系。

2017 年 9 月，《湖北省促进中部地区
崛起“十三五”规划实施方案》出台，提出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工作
任务，其中包括支持潜江等地建设水产品
加工出口示范园区、重点打造小龙虾等农
业产业链等。潜江市进一步延伸小龙虾
产业链、价值链，实现小龙虾养殖业和以
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以餐饮业为主的
第三产业融合发展。

2019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
委发布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名单，潜江市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榜上有名。

日前，记者走进潜江，探寻一只小龙
虾如何变成大产业，如何做出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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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户倪宗善——

“虾稻共作，一水双
收，低湖田有了高产出”

一阵北风掠过水田，拨动稻蔸泛起

圈圈涟漪。天气转冷，穴居的小龙虾已

钻进洞里越冬，潜江市熊口镇赵脑村养

殖户倪宗善却闲不住，一大早就踩着窄

窄的田垄栽种水草，这些嫩苗春天便会

开枝散叶。水草富含蛋白质，是小龙虾

的天然饵料，并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水

田中的二氧化碳和无机盐，有效改善水

质。“虾多少，看水草。”倪宗善眼里满是

期待。脚下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几年

前还是令他皱眉的低湖田。

“顾名思义，低湖田是指垸区低于

湖泊水位的农田。”潜江市龙虾产业发

展中心主任刘挺展开一幅湖北省地形

图。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潜江市北

枕汉江、南接长江，河湖纵横交错。境

内地势低洼，雨季湖泊蓄水后，低湖田

的地下水位和过境径流水位同时抬升，

农田因此难以自主排水，土壤通气透水

性能差。原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调

研组 2015 年的调研报告显示，潜江市低

湖田面积达 20 万亩以上。

“我家有 10 亩低湖田，是十年九淹

的‘水袋子’。”倪宗善说，涝渍现象频发，

影响农作物生长，每年仅能栽一季中稻，

很多村民秋收后便外出打工。他和妻子

也南下广东，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做工。

如何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2013 年，在时任潜江市水产局局长刘挺

的帮助下，赵脑村成立了绿途虾稻共作

合作社，探索在稻田里养殖小龙虾。

过去，低湖田一年四季排水不畅，

杂草、底栖生物和浮游植物遍布，往往

与水稻争夺营养，如今却成为小龙虾的

天然食物；小龙虾过冬时挖洞穴居，等

同于为水稻疏松土壤……赵脑村绿途

虾稻共作合作社副理事长柴社会接连

打了几通电话，向倪宗善细说虾稻共作

模式的优点，动员他回乡养殖小龙虾。

“虾稻共作，一水双收，低湖田有了高

产出，‘水袋子’变成了‘钱袋子’。”倪宗善

蹲在田垄上，掰着手指算起账：一季普通

中稻毛收入 1500 元左右，实施虾稻共作

后，每亩可稳定产出 350至 400斤小龙虾，

虾稻综合毛收入 6000 元左右，扣除租金

和生产成本，每亩纯收入超过 3000 元。

原本在外打工的许多村民，像倪宗善一样

回乡养起了小龙虾，目前赵脑村虾稻共作

面积持续稳定在 1万余亩。

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一静一

动 间 搭 起 了 粮 渔 双 赢 的 生 态 循 环 系

统。2018 年 9 月，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的《湖北省推广“虾稻共作稻渔种养”

模式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提出，“优先

开发低湖田、冷浸田、冬闲田”。

一只小龙虾，养成一个产业，富裕

一方百姓。小龙虾已连续 17 年被写入

潜江市政府工作报告，迄今全市建成虾

稻共作基地 85 万亩，其中高标准万亩基

地 13 个、千亩基地 70 个。

合作社副理事长柴社会——

“产供销无缝对接，
实现农民增收、集体增
利、企业增效”

晨光熹微，坐落于赵脑村西北端的

华山小龙虾产业科技园已一派繁忙，鱼

贯而入的货车正依次进场卸货。

小龙虾活蹦乱跳着跃上卷扬机，在

自动识别装置辅助下被精准分拣，体重

30 克以上的大虾分流至熟食加工车间，

30 克以下的小虾则在分流至清剥车间后

制成速冻虾仁。匀速行进的履带上，每

只小龙虾都要接受全方位的气泡翻滚冲

洗，高压喷淋装置能有效去除杂质。

“看，我们的小龙虾多干净，爪上无

绒，虾鳃洁白。”柴社会随手拿起一只递

给记者。由华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华山小龙虾产业科技园，是湖北

省首批 18 个省级优势特色产业园之一，

目前已形成从繁育、养殖、食品加工到甲

壳 素 生 产 的 小 龙 虾 产 业 链 ，带 动 附 近

1700 多名农民就近就业。作为赵脑村绿

途虾稻共作合作社副理事长，柴社会定

期来华山公司对接产销和用工事宜。

“从人放天养到规模经营，我们的

小 龙 虾 越 长 越 壮 。”柴 社 会 介 绍 ，2000
年，潜江市积玉口镇宝湾村农民刘主权

在低湖田里尝试“虾稻连作”——春耕

时种稻、秋收后养虾，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和生态效益，被迅速推广开来。2008
年，柴社会开始在水田里试养小龙虾。

“因为是虾稻轮作，为了不影响春耕，很

多幼虾还没长大就被捞起来出售，卖不

出好价钱。”柴社会当时的苦恼，不少养

殖户都遭遇过。

如何实现效益最大化？刘挺牵头组

建科研团队，探索沿田埂挖出环形虾沟，

每到插秧时节，把幼苗期的小龙虾移至

沟内生长，待秧苗长结实了，再把沟里的

幼虾引回稻田，变“连作”为“共作”，由过

去的“一季稻一季虾”变为“一季稻两季

虾”。“不仅每亩多产 100 多斤小龙虾，而

且补上了秋季市场的空档期。”刘挺说。

据科研团队测算，新模式以每单元

40 至 50 亩最佳，散户经营难以达到规

模效益。“小农户抵御自然灾害和病虫

害等风险的能力也弱。2010 年前后，潜

江接连遭遇旱灾、水灾等，小农户损失

较大。”刘挺说，以新模式推进规模化养

殖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2013 年，湖北省启动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示

范试点，熊口镇被纳入全省 21 个“四化

同步”示范试点镇。镇里以此为契机，

将 赵 脑 村 1.2 万 亩 土 地 流 转 给 华 山 公

司，按每 40 亩一个虾稻共作养殖单元开

展标准化集中连片改造。

田成方、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原

本逢雨必涝的低湖田被改造成为虾稻共

作基地，再交由农户承包经营。2014 年，

柴社会承包了 60 亩水田，生产的稻米和

小龙虾由华山公司保底收购，直接运往华

山小龙虾产业科技园加工。华山公司还

帮他购买了商业养殖保险，一旦受灾每亩

最高可赔付 800元。2015年，他又承包了

35亩，年收入超过 20万元。

“规模化生产带来规模效益。”柴社

会说，在此基础上，赵脑村探索“农户+
合作社+企业”模式，实现种养标准、生

资供应、生产管理、农机服务、产品收购

和品牌的“六统一”。2020 年，合作社实

现利润 70 多万元，带动村集体收入突破

100 万元。

“生鲜产品，贵在新鲜。”华山公司董

事长漆雕良仁说，公司在原产地每年可

获得 400 万斤左右的新鲜小龙虾，原材

料供应有了稳定保障。走进香味四溢的

食品加工车间，一只只小龙虾正在热油

中翻滚，精心调制的汤料缓缓浸入虾身，

与鲜嫩的虾肉交融，经过常温冷却和摆

盘包装，制成一盒盒开袋即食产品。

“产供销无缝对接，实现农民增收、

集体增利、企业增效。”柴社会说，2020
年，赵脑村水稻产量突破 1400 万斤，比

2013 年土地流转前增产 1000 万斤以上；

承包村民户均收入突破 10 万元、人均收

入达 2.5 万元，增加 110%。

2016年 7月，赵脑村入选原农业部认

定的第六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

加工企业负责人漆雕良仁——

“龙头企业带动小
龙虾产业，助力传统农
业向生物医药等领域延
伸跨越”

加 工 一 只 小 龙 虾 ，壳 的 利 润 比 肉

高——这个让记者意想不到的结果，来

自华山公司的财务报表。目前，以虾壳

为主要原料的甲壳素系列产品占该公

司年利润总额的 55%。

在华山公司智能化的甲壳素生产

车间，原本不起眼的虾壳经粉碎、干燥、

磨粉、萃取、提纯等一系列工序，变成了

可直接口服的白色胶囊。漆雕良仁介

绍，像这种高浓缩的保健胶囊，公司每

年可生产 50 亿粒，甲壳素衍生制品年销

售收入逾 30 亿元。

《小 龙 虾 全 产 业 链 图 谱（2021 年

版）》显示，华山公司是国内首家获得欧

盟甲壳素系列产品注册的企业、国内首

家获得氨基葡萄糖盐酸盐、壳聚糖保健

食品批文的企业，年加工小龙虾能力达

6 万吨，年处理废弃虾壳 10 万吨。

虾壳如何变成高附加值的畅销产

品？“这源于企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甜

蜜烦恼’。”漆雕良仁说，小龙虾个大肉

少，剥壳去头后，可供食用的虾肉仅两

成左右，其余部分通常被视为废弃物，

一度在厂区内堆积如山。公司曾尝试

用 浓 酸 或 浓 碱 处 理 虾 壳 ，成 本 居 高 不

下，填埋处理又会污染环境。

“解决好虾壳问题，才算把小龙虾

从头吃到尾。”专程到江苏、浙江等地考

察学习后，漆雕良仁了解到，小龙虾壳

中提炼的壳聚糖（甲壳素）、氨基葡萄糖

盐酸盐等物质，在农业、医药和日用化

工等领域应用广泛。

向科技借力，为产业赋能。2007 年，

华山公司与武汉大学等单位合作成立了

甲壳素工程技术中心，公司按年销售收

入的 5%至 10%向该中心投入研发经费。

公司自主研发的“甲壳素深加工—氨基

葡萄糖盐酸盐加工技术”等 4 项技术获

评湖北省重大科学技术成果。

科技“点虾成金”，成果转化持续加

快。 2008 年 11 月，华山公司投资 5500
万元建设甲壳素深加工一期工程，每年

可消化 2.5 万吨虾壳，提炼 1000 吨氨基

葡萄糖盐酸盐等高附加值产品，新增年

产值 3 亿元。2016 年，华山公司投资 1.2
亿元建成甲壳素保健品车间，主要生产

钙片、胶囊等保健食品。

“龙头企业带动小龙虾产业，助力传

统农业向生物医药等领域延伸跨越。”漆

雕良仁说，华山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从废弃虾壳中“淘”出了新

兴产业，让潜江龙虾身价倍增。

大力培育龙头企业，走种养加一体化

发展路子，潜江市迄今共培育龙虾加工企

业 16家，产品出口至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市龙虾产业发展中心主
任刘挺——

“在新业态新模式引
领下，新型消费加快发展”

尝试电商直播带货半年后，华山公

司 在 2020 年 7 月 底 交 出 了 销 售 额 逾

4000 万 元 的 成 绩 单 ，在 线 销 售 小 龙 虾

1000 吨，远超漆雕良仁的预期。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潜

江小龙虾大量上市，因传统销售渠道受

阻，订单量持续萎缩。刘挺第一时间到

企业调研，了解华山公司在经营中面临

的实际困难，建议发展电商直播带货拓

展线上销售渠道。

作为一家传统外贸型加工企业，华

山公司此前虽开过网店，但网上销量一

直不温不火。刘挺多方协调直播平台

和电商企业，请来专业策划团队和带货

主播，为华山公司量身定制了线上线下

联动的直播方案。池塘边，拖网捕虾现

场吸引万人在线观看；车间内，生产线

成了直播间的动态背景板；餐桌上，美

食主播试吃，带动网友踊跃下单。

小 龙 虾 出 水 上“ 云 ”，“ 云 买 虾 、云

捕 虾 、云 赏 虾 、云 品 虾 ”等 新 场 景 频

出 。 培 育 新 业 态 ，当 地 领 导 干 部 也 走

上了直播带货前台。在 2020 年 4 月举

办 的 一 场 直 播 活 动 中 ，现 任 湖 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厅 长 、时 任 潜 江 市 委 书 记 吴

祖云为潜江小龙虾带货推荐。这场 90
分 钟 的 直 播 吸 引 5000 万 人 次 线 上 观

看，订单总量超过 20 万单，推销小龙虾

6000 吨，价值 2.2 亿元。

2020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

快发展的意见》提出，引导实体企业更

多开发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鼓励实体商

业 通 过 直 播 电 子 商 务 、社 交 营 销 开 启

“云逛街”等新模式。如今，依托“潜江

龙虾+”，潜江电商升级版正加快打造。

小龙虾触网上线，冷链物流体系日益

完善。潜江发展生鲜电商之初，一些偏远

乡镇交通不便，小龙虾运输途中成活率偏

低。潜江持续推进通村公路、光纤网络等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所辖区、镇全部通二

级以上公路，20 户以上自然村通沥青路、

水泥路。2016 年 5 月建立潜江小龙虾交

易中心，同步配建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等

功能区，搭建小龙虾垂直电商平台——虾

谷 360平台，构建起线上交易线下供应的

运 营 模 式 。 迄 今 ，交 易 中 心 已 建 成 近

2000 个落地配送服务网点，旺季单日销

量 400吨以上，鲜活小龙虾 8至 16个小时

可运抵全国近 500个大中城市。

2020年 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对 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

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肯

定潜江等地“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积极

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

“在新业态新模式引领下，新型消费

加快发展。”刘挺介绍，2021年前 11个月，

潜江小龙虾网络销售额已突破 40亿元。

潜江还加快农旅融合，连续 12 年举

办龙虾节，开发出小龙虾美食之旅、玩乐

之旅、游学之旅等主题线路，努力让“食

客”变成游客。2014 年兴建的潜江生态

龙虾城，兼具餐饮文化、旅游购物、娱乐

休闲等多种功能，2020 年 6 月被湖北省

政府命名为“湖北旅游名街”。2021 年

“五一”假期，生态龙虾城迎来 40 多万美

食爱好者，日均客流量近 10万人次。

小龙虾质检机构负责人
李佳文——

“构建全产业链质量
追溯体系，守护消费者舌
尖上的安全”

小龙虾来自哪块农田，产自哪个车

间，消费者扫一扫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就

知道。自 2018 年 5 月潜江市虾稻产业大

数据中心启动以来，小龙虾全产业链的追

溯和监管系统可监控 1000多个信息采集

点的水体环境指标，能够对异常天气、水

质污染和小龙虾疫病等及时预警。

步入赵脑村物联网总控室，一项项

数据在大屏幕上闪烁跳动，水温、溶解

氧、pH 值等实时更新。柴社会指尖轻轻

滑动手机屏，不同区域的田间监测画面

即可实时切换。看到各项指标均显示正

常，潜江市小龙虾检验所所长李佳文和

检验人员又走进田间，对小龙虾开展现

场随机取样。返回实验室后，经搅拌打

碎、试剂净化、上机检验，结果显示：农药

残留、重金属等指标均为合格。

“构建全产业链质量追溯体系，守护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李佳文说，潜江市

优化整合多部门资源，于 2016 年成立潜

江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下设小龙虾检验

所，每年抽查小龙虾样品 2000批次以上，

覆盖从养殖、加工到餐饮的全产业链。

2021 年 11 月，潜江市公共检验检测

中心申报的湖北省小龙虾质量检验中

心顺利通过验收，目前已认证产品 324
个、参数 1263 个，涉及小龙虾繁育、养殖

及成品小龙虾流通、加工、运输等环节，

全市 26 家大中型企业、80 余家养殖基

地和 230 余户商户被纳入常态化检验检

测和安全监管。

“一只小龙虾，成为横跨农业、工业

和服务业的‘三栖明星’。”潜江市委书

记向斌说，今后将深入推进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持续推动潜江

小龙虾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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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潜江市延伸小龙虾产业链价值链，虾稻产业链综合产值达520亿元

小 龙 虾 变 成 了 大 产 业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图①：油焖小龙虾。 希 牛摄

图②：湖北省潜江市熊口镇赵脑村万亩虾稻共作基地。

图③：养殖户在捕虾。 潜江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④：潜江市华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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