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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几字弯”的东侧底端，坐落着陕
西省渭南市大荔县，黄河、洛河、渭河在此
交汇。初夏时节，芦苇青青，水鸟翩翩，一
片片盐池洼如翠玉般镶嵌在大地上。这昔
日的盐碱滩上，不仅养起了各种淡水鱼，还

迎来了海鲜——南美白对虾。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 2023年 7月在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要充分挖掘

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坚持粮经饲统筹，
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向各类盐碱地资源
要食物”。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探索利用盐碱
地发展水产养殖，其中不乏南美白对虾等

海鲜。这些地方发展水产养殖如何突破
自然条件限制？盐碱地渔业开发利用取
得了哪些成效？养出的海鲜市场销路怎
样？记者分赴甘肃、陕西、内蒙古等省份
探访。

发挥比较优势
盐碱地和光照、温度等

条件利于海鲜生长，具有成
本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

凌晨 3 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杭锦旗吉日嘎朗图镇光茂村的一处

养虾暖棚里依然灯火通明。

养殖池中，来自福建的海鲜养殖大户

曾传东划着一艘不到两米长的小船，一边

抛撒饲料，一边查看南美白对虾的生长状

况。“每天晚上至少喂两次料。”曾传东说。

北依黄河，南临库布其沙漠，杭锦

旗沙地盐碱地多，传统种植养殖业发展

受限。近年来，针对特殊地理条件，当

地大力发展盐碱水养殖，南美白对虾等

海产品落户大漠。

为何选择来内蒙古？“养殖基地建

在难以耕作的盐碱地上，土地成本相对

较低，气候条件也适宜。”曾传东说，杭

锦旗晴天多阴天少，夏天最高气温很少

超过 30 摄氏度，充足的光照、适宜的温

度均适合鱼虾生长。

除了暖棚养殖，曾传东的养殖基地

里还有露天池塘。内蒙古风沙天气较

多，是否会有不利影响？“适当的风力，

相当于给虾塘增加了‘制氧机’。适当

的沙尘进入水中，抑制了有害微生物的

繁殖。”曾传东说，整体算下来，亩均效

益相较之前在福建提升了近三成。

“王工，为啥给虾喂泥巴？”在陕西省

榆林市定边县科鑫盐湖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的养虾大棚，记者看到技术员王东正

将一把“泥巴”撒入虾池。

“看着像泥巴，其实是动物。这是

‘盐牛牛’，海虾最爱吃。”王东说。

定边县拥有丰富的盐湖资源。近年

来，随着产盐效益下降，不少低效盐池荒

废。2020年起，南美白对虾在定边的盐湖

安家落户，沉睡的盐湖资源被唤醒。

盐湖养海虾，还有个重要优势——

卤 虫 ，也 就 是 王 东 口 中 的“ 盐 牛 牛 ”。

卤虫是生活在盐湖中的一种嗜盐小型

甲壳动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

是水产养殖业中广泛应用的活体饵料。

充足的活体饵料带来显著的成本优

势。“养虾成本中，饵料占七成。我们这里

的卤虫每斤 1.5元，从外地买饵料得 5元钱

一斤。我们把卤虫和普通饲料搭配投喂，

饵料成本每年能省 30万元以上。”王东说。

盐碱地里养鱼虾，不仅盘活资源，

更有广阔市场前景。

2022年，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项目

落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白寨村，当年年

底动工，次年 5月南美白对虾试养成功。

海鲜养殖项目何以青睐这里？白

寨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祁 国 吉

说：“既是因地制宜利用自然条件优势，

也是看好市场前景。”

活虾长距离运输损耗大、成本高。

“从沿海购买的活虾，运到甘肃销售，价

格较高。就近养殖，省了一大笔运费，销

售价格也相应下降，竞争力强。”张掖市

丰森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贵滨

说，甘肃河西走廊地区 5市共有 400多万

人口，活虾市场前景广阔。

一年多来，临泽县已累计向河西走

廊地区销售南美白对虾 2 万斤。今年 3
月，项目二期工程建成投用，对虾年产

量将达到 15 万斤。

盐碱地上养海鲜，带动村集体收入

快速增长。“土地流转费每年每亩 650元，

每 5年增长 20%，锁定了长期收益。”祁国

吉说，加上劳务服务、销售代理等收入渠

道不断拓展，2023 年村集体收入超过 12
万元，其中近四成来自养虾基地。

开展技术攻关
精准调控水质，合理控

制 棚 温 ，开 展 养 殖 技 术 培
训，海鲜成活率逐渐提升

天刚亮，北京健康院医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大荔）品食基地负责人梅杰带着技术人

员来到池塘边，取出水质分析盒测量虾池水

的酸碱度。“每天头一件事，就是对虾池水的

酸碱度、总硬度、总碱度等17个指标开展检

测。”梅杰说，“南美白对虾对水质要求高，仅

为调配合适的水，我们就下了很大功夫。”

2020年 4月，梅杰带领团队来到陕西

大荔县，在 120亩盐碱地上开始创业。“不

料，虾苗投进池子里，冒个泡泡就没了。”

梅杰回忆，头两个月虾苗最长活两天，最

短活不过 4 个小时。为此，他跑到江苏、

海南等地 40多个养殖场买虾苗。即便如

此，两个月内还是损失了约 130批虾苗。

经过反复测试、研究，梅杰和团队

终于找到答案：黄河滩区的盐碱水酸碱

度过高，还存在总硬度高、钾离子超标

等问题。不同地域间的水况亦有差异。

要养虾，先养水。在专家指导下，基

地通过沉淀、微生物发酵、补充微量元素等

方式，让水环境适合虾生长。“我们探索出

以菌治藻、以菌治菌、以碳促氮、以菌治水、

以菌改土等技术，让水体达到菌藻平衡、碳

氮平衡。”梅杰介绍，近年来，北京健康院医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荔）品食基地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虾苗逐级淡化法，在虾苗整个

成长周期，对水质、温度、饵料、光照、养殖

密度等进行精准调控，实现全方位呵护。

目前，基地虾苗成活率保持在 90%以上。

地处祁连山北麓的临泽县，黑河水流

经形成的大面积湖泊和沼泽，适合养殖水

产品。但相比陕西大荔县，这里昼夜温差

增大，养殖温度控制难度大。

马贵滨告诉记者，虾的生长周期较

短，从虾苗到上市只需 3个多月时间，要经

历淡化、标粗、养成等 3个阶段，每一阶段

均需在不同水池养殖，对水温十分敏感。

5 月中旬，走进白寨村养虾大棚，服

务虾苗标粗、养成阶段的水池大小不一、

排列有序，个头均匀、色泽透亮的鲜虾活

跃其中。棚内环境常年保持恒温恒湿。

昼夜温差大，要维持养虾的适宜温

度并不容易。“看，方法在这里。”顺着马

贵滨手指的方向，记者抬眼看向钢架大

棚。“我们覆盖了双层棚膜保温，节能又

增效。自动卷帘棉被和山墙外保温结

构同样起到调节棚温的作用。”马贵滨

说，冬季气温降至零下 10 多摄氏度时，

还可以通过加热和增氧设施调控温度。

引进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

合理控制棚温，养殖活虾实现全年无间

断上市。“我们的合作社每年可产虾 3 到

4 茬 ，每 亩 养 殖 水 面 年 产 量 超 过 2 万

斤。”马贵滨说。

解决技术难题，离不开专业人才支

持。杭锦旗已形成一支来自南方地区

的专业养殖户和本土成长的养殖户相

结合的海鲜养殖从业者队伍。

“前者有丰富的养殖经验，后者更熟

悉本地自然条件。”杭锦旗委组织部常务副

部长刘飞说，当地通过协助对接农牧部门

专家、引进专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力量、开展

系列培训等，帮助从业者提升养殖水平。

“刚来内蒙古的时候，发现福建的

很多经验不适用了。”曾传东说，“杭锦

旗有关部门组织我们到山东、辽宁等沿

海地区和甘肃、宁夏等内陆地区的海鲜

养殖企业参观，还联系农牧部门的技术

人员上门指导、开展培训，让我们学到

了许多管用实用的新技术。”

今年，通过人才团队的示范引领和

带动培养，杭锦旗已为当地 600 余名农

村牧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了 11 场次的

技能提升培训，并将虾苗培育和养殖技

术推广到包头、呼和浩特等地。

探索以渔治碱
挖塘降水、抬田造地、循

环用水，持续发挥生态效益

20 多年间，周晋成搬了 3 次家。

住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

兴水村，周晋成的家过去因重度盐碱侵

蚀，房屋多次地基下陷、墙体开裂。“盐

碱地上种地的收成越来越少，一些地块

撂荒后形成沼泽，杂草丛生，村民出行

都要绕道走。”周晋成回忆。

2016 年，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周晋

成开始了“温棚标粗+外塘养成”接力式

养殖南美白对虾的试验。在地势低洼

的重度盐碱区，他挖虾塘、引虾苗，抽取

地下盐碱水开展以渔治碱。

池塘挖深约 3 米，汇聚地表浅层盐

碱水；挖出的土壤覆盖在周边地势较高

的土地上，增加土层厚度。“每开挖 100
亩鱼塘，可在周边抬田约 60 亩。”景泰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副 局 长 高 国 卓 介 绍 ，按 照

“挖塘降水、抬田造地、渔农并重、修复

生态”的治理思路，景泰县在五佛乡等 5
个土地盐碱化最为严重的乡镇利用撂

荒地推广水产养殖。

以渔治碱，效果如何？“在盐碱地开挖

鱼塘后，呈现‘三降’现象：周边地下水位

迅速下降，再造新田的酸碱度由 8.8下降

至 8.2，盐分由 1.4%下降至 0.6%。”高国卓

说，“以渔治碱，土地盐碱度明显降低。”

抬田造地后，土质如何改善？高国

卓告诉记者，盐碱地土壤含盐量高、团粒

结构差，质地黏重，极易板结。同时，新

抬田造地用土均从塘下挖出，缺少耕作

熟化层，更因机械碾压，造成土层紧实，

不利于水分下渗和作物根系下扎。“为

此，我们同步实施盐碱地改良示范项目，

采用覆沙、平整耕地、起垄覆膜等技术措

施，减少盐碱地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如今，虾塘周边的耕地已逐步恢复

耕种。在景泰县盐碱耕地上，当地种植

油葵、西红柿、甜菜等耐盐碱作物，降低

地下水位，抑制盐分上升。在治理过后

的盐碱地上种植枸杞、大麦、紫花苜蓿

等，并通过增施有机肥、土壤调理剂等

配套措施实现保苗增收。

目前，景泰县已建立以渔治碱示范

基地 5 个。除南美白对虾外，还养殖罗

氏沼虾、加州鲈等水产，累计发展盐碱渔

业 养 殖 面 积 1.5 万 亩 ，年 产 值 达 5400
万元。

盐碱随水而来，随水而去。在各地

的盐碱地治理过程中，水是关键因素。

5年前在杭锦旗建设养殖基地时，曾

传东特意挑选了村里盐碱化程度最严重的

一片土地。附近村民疑惑：“这片地从来种

不成庄稼，你们在这里建大棚干什么？”

如今，环顾养殖基地周围的土地，

几乎看不到盐碱化迹象。

“我们养虾用的是经过处理后的农田

退水。在杭锦旗，这些水原本留在排水干

渠中，蒸发或下渗后，会把盐碱留在土地

里，现在通过海鲜养殖得到利用。”曾传东

说，养殖过程中需要经常换水，鱼塘虾塘

周围土地中的盐碱也会被逐渐稀释。根

据现有经验，5年时间内，每亩虾塘可帮助

周围 0.6亩的土地降低盐碱含量。

换掉的水去了哪？曾传东说，这些

水的盐碱含量已经大大降低，海鲜的排

泄物和残留的饲料使其富含养分，特别

适合农作物灌溉。“最开始，是我们主动

找 到 村 民 ，将 这 部 分 水 无 偿 供 给 他 们

用 。 这 两 年 ，已 经 有 村 民 来 找 我 们 要

水。他们说：‘用你们的水浇地，庄稼长

得好，还能省化肥！’”

近年来，杭锦旗以发展盐碱水海鲜

养殖为契机，推广稻渔综合种养等多种

模式，逐步扩大以渔治碱特色产业覆盖

面。目前，全旗已发展盐碱水域南美白

对虾养殖 4500 多亩、盐碱土地挖塘抬田

的“上粮下鱼”养殖模式 1000亩。“推动养

殖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杭锦旗农牧局副局长赛音吉雅说。

开拓市场空间
培育养殖品牌，完善物

流体系，延长产业链条

这头是电商直播间，那头是供亲子

娱乐的钓虾馆……陕西津润欣源水产养

殖科技有限公司在定边县开了一家品牌

体验店，正等着今年头茬虾上市。“我们

的盐湖南美白对虾口感清甜、肉质紧实，

很受欢迎。”公司负责人高尚说，当地许

多居民要吃虾，就奔着盐湖大虾来。

来到位于杭锦旗的鄂尔多斯市黄河

沿岸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冷库，几百

箱南美白对虾整齐摆放。公司养殖的南

美白对虾在四川等地进行盲测时，受到

消费者较高评价，这让公司负责人王长

贵信心满满。在杭锦旗政府支持下，他

注册了“鄂虾”品牌，“目前正在积极争

取，希望获得杭锦旗农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授权，提升市场影响力。”王长贵说。

消费者购买活虾，图的是“鲜”。为保

证运输过程中的成活率，临泽县的马贵滨

想了不少办法，“临泽产出的鲜虾，主要销

往河西走廊地区，车程一般在 4到 5个小

时，我们采用了特殊的运输车辆和包装。”

怎么特殊？“一要能盛水，二要配输

氧设备，三要装卸方便。”马贵滨介绍，

合作社与专业运输公司合作，批量长途

运输鲜虾能达到每车 500 斤以上，运输

过程中损失很小。

超短途运输也有新办法。灌水、放

虾、充氧、封口……在张掖市丰森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打包车间，马贵滨向记

者展示他们的保鲜方法——利用水袋

充氧运输活虾，“考虑到短途、少量运输

的情况，我们设计制作了保鲜水袋，每

袋可装活虾 1 至 2 斤，适用于车程 1 小时

以内的地方，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活 虾 离 塘 后 存 活 时 间 短 ，如 何 让

“陆产海鲜”走得更远？答案是做优深

加工、延长产业链。

将冲洗干净的虾放上烤盘，通过传

送带输送入炉，只需 5 分钟，烤虾成品出

炉。“目前我们有烤虾和虾丸虾饼两条

生产线，原料只用我们自己养殖的盐湖

南美白对虾。”高尚介绍，深加工产品可

以 成 为 活 虾 产 品 的 补 充 ，销 售 不 受 季

节、地域等限制。

从今年起，高尚所在的公司还将试

养青蟹、贝类等海鲜，不断丰富养殖种

类，持续提升定边盐湖海鲜的知名度。

海鲜价格存在季节性波动，如何进

一步保障收益？王长贵的养殖场配套

建设了烘干车间和冷库，生产虾干和冻

虾，延长产业链。2023 年，养殖场净利

润超过 50 万元，亩均利润过万元。

在一些内陆地区，海鲜养殖带来的

农旅融合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杭

锦旗鼓励将盐碱地水产养殖与水稻种

植相结合，打造全新的“稻渔空间”，建

设集观光、采摘、捕捞、购物、民宿于一

体的农旅综合体。“内陆养殖海鲜还处

于起步阶段。未来，我们将根据市场情

况等，建设海鲜深加工车间，进一步提

升产品附加值。”王长贵说。

图图①①：：养殖人员在内蒙古杭锦旗黄养殖人员在内蒙古杭锦旗黄

河沿岸水产养殖基地查看虾苗长势河沿岸水产养殖基地查看虾苗长势。。

岳金鹤岳金鹤摄摄

图图②②：：养殖专养殖专家家（（右右））正在为正在为陕陕西津西津

润欣源水产养殖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润欣源水产养殖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现场讲解养殖技术现场讲解养殖技术。。 惠惠 渊渊摄摄

图图③③：：甘肃甘肃张掖市丰森养殖农民专张掖市丰森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温棚内业合作社温棚内，，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将虾装入转虾装入转

运桶运桶。。 王王 将将摄摄

图图④④：：甘肃景泰县五佛乡水产养殖甘肃景泰县五佛乡水产养殖

区俯瞰区俯瞰。。 寇明灿寇明灿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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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探索发展盐碱地水产养殖，记者赴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探访——

盐碱地里养海鲜
本报记者 赵帅杰 原韬雄 翟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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