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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返乡创业养鱼
一批鱼产值93万元

5点不到，天刚蒙蒙亮。

许明胜便早早起床，赶到

位于漳河东岸的稻虾交易基

地。拉地笼、收虾、分拣、清

洗、过磅……不一会，他和虾

农们一起，将新鲜捕获的小龙

虾打包装车。

自 5月 16日开市以来，

安徽省南陵县籍山镇仓溪村

稻虾交易市场天天忙碌不

歇，人来货往，一笔笔交易在

这里进行。

“交易市场今年才开始运

营，和往年相比，虾农的销售

渠道增多了，每天的供货量更

加稳定了。”许明胜说，虽然才

开市不久，但每天都能保证

10吨的交易量，再过上一阵，

龙虾大批上市，日均交易量能

达30吨。

仓溪村是典型的圩区

村，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稻

虾共养，随着产业带动，养殖

面积也从最初的 3000 亩扩

大至 10000 亩，年产小龙虾

超2000吨，综合产值达6000

万元。

2022 年 5 月，通过党组

织领办，仓溪村成立了南陵

县仓盛生态农业专业合作

社。“以前虾农都是自己找买

家，搞不清行情，价格上也没

有话语权。如今有了合作社

和交易市场，为的就是不让

虾农吃亏。”许明胜说，散卖

和集中交易，一斤的差价最

多时有2块钱。

今年53岁的许明胜，是

村里的老书记。从文书到村

委会主任，再到村党委支书，

一晃30多年过去，许明胜亲

历了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也

想着通过努力，带领乡亲们过

上富足幸福的生活。

因为地处圩区，过去村民

们种植模式单一，早一季稻晚

一季稻，不但不挣钱，还要搭

上一家子的劳动力。年成好

的时候，一年下来刨去花销，

一亩地的收益只有三四百元。

如何寻找致富“密码”，许

明胜熟谙，“要想富，村民要改

变思路，村干部要找到出路。”

起初村民们不理解：一没

技术二没市场，祖祖辈辈种的

土地拿来养小龙虾，会不会打

了水漂？

面对村民的顾虑，见多识

广的许明胜把账算得明明白

白：稻虾共养，一亩投入虾苗

80斤，可收获300斤，按均价

15 元/斤算，一亩收益就是

4500元，再加上水稻的收益，

亩均净收入至少在2000元。

思想新，生黄金；思想旧，

就落后。

2018年，许明胜便带着

种植大户外出参观龙虾养殖

基地，取经回来后，当年试养

面积3000亩，一季下来，共养

效益是水稻种植的好几倍。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种植大户

加入到龙虾养殖队伍，今年养

殖户增至43户，养殖规模也

扩大到了1万亩。

除满足本地市场之外，仓

溪村的小龙虾还通过冷链销

往马鞍山、南京、杭州、上海、

北京等地，一只只水田里的小

龙虾“爬”进餐馆和夜市，香辣

弹软的口感，成为无数食客的

心头好。

这两年，得益于稻虾共养

模式，仓溪村也实现了1+1＞

2的生产效果，并荣获2022年

度南陵县集体经济先进村，去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37

万元。 （据人民网安徽）

日前，记者走进江西省

吉安市吉安县永阳镇涯湖

村乐盛养殖专业合作社，

只见养殖户刘云浩正拿着

鱼食撒进大桶，无数条鱼

从水中翻跃起来争抢鱼

食。眨眼间，鱼食就被鱼

儿抢食殆尽。

刘云浩是土生土长的

涯湖村人，20岁的他毅然辞

职返乡创业。“我们村离禾

水河近，河里有野生鲈鱼、

鳜鱼，说明这里水质、气候

很适合鱼生长。”刘云浩把

目光转向全市为数不多的

陆基圈养鱼桶养鱼项目

上。去年5月，刘云浩投入

140万元建设养鱼场，同年

11月开始投放第一批鲈鱼

鱼苗。

刘云浩介绍：“圈养桶

养殖与传统池塘养殖不同，

圈养池内水不断循环流动，

因此池内鱼儿比鱼塘养殖

得到了更多锻炼，吃的鱼料

是用鱼加工而成的，肉质更

好。”每个桶高1.5米、直径6

米，底部埋入地下，投产后1

个桶可达到1500公斤鱼的

产量。

刘云浩每天的任务就

是观察鱼的情况，给鱼喂饲

料，早晚各投喂一次。“由于

能精准投喂，大大提高养殖

效率，我们大棚里 20个桶

出鱼量可达3万公斤。”刘

云浩算了笔账，按鲈鱼目前

每斤15.5元的批发价算，首

批鲈鱼产值可达 93万元。

春去夏来，眼看着鱼苗越长

越大，刘云浩心里别提有多

美了。

对于刘云浩来说，最怕

的就是发生鱼病，养鱼中也

遇到很多问题，他意识到养

鱼是门技术活。他开始查

阅资料、拜师学艺，一边从

互联网上学习技术，一边外

出参观学习，成了一个“土

专家”。

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

走访学习，养鱼基地慢慢步

入正轨，未来，刘云浩计划

扩大基地圈养池规模，再新

增20个“圈桶”，向水产全产

业链发展。

（据《南方农村报》）

仲夏时节，桑绿蚕肥。在四川

省广元市朝天区水磨沟镇菜坝河村

蚕桑产业示范园，桑树枝叶葱郁，蚕

虫层层吐丝，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菜坝河村村民贾于连穿梭在桑

树间，正熟练地采摘着桑叶。“我在

这里的工作主要是摘桑叶、喂蚕、清

理蚕渣，80元一天。因为离家比较

近，既能挣点零花钱，家里的事也可

以照顾到。”贾于连说，以前在家务

农，一年下来也没有多少收入，现在

村上有了合作社，她不仅把自己的

土地流转出去，还能在合作社务工，

得两份收入。

据了解，水磨沟镇气候温润，自

古就有采桑养蚕的习俗。然而，随

着时代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已不

能满足产业发展需要。经多方考

察，水磨沟镇于2018年引进优质合

作社——金达蚕业专业合作社，将

村民闲置和撂荒的土地统一流转，

进行规模化和标准化种桑养蚕。

今年50多岁的徐曾保，主要负

责蚕房日常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

有着20多年养蚕经验的他，说起养

蚕如数家珍。“现在养的是第二批

蚕，由于今年气候好，加之养蚕技术

提高，蚕茧质量好，成色白，颗粒大，

收成不错。”徐曾保介绍，今年春季

产出鲜茧1000余公斤，预计夏季产

出鲜茧也在1000公斤左右，全年产

量可达5000公斤，年收入在25万

至30万元之间，与去年收入相比可

增长3万至5万元。

近年来，朝天区大力发展蚕桑

产业，积极培育蚕桑专合社、家庭养

蚕农场、养蚕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

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蚕桑综合效

益。同时，借助东西部协作资金，完

善了生产作业道、小蚕共育室等基

础设施，助力蚕桑产业加速发展，实

现产业助农增收。 （唐琬）

8月1日，在安徽省蚌埠

市五河县浍南镇杨集村，吴

家欢（前）使用无人机为水

稻喷洒农药。

95 后小伙吴家欢是浍

南镇杨集村人，2018年大学

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企业

工作，2020年他放弃优渥的

工作，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

经营家庭农场。

经过几年的建设，农场

的规模从最初的几十亩扩

大到 380 余亩，添置了无人

机、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

等农机设备，还建设了 300

平方米的储粮仓库，生产经

营走上正轨。

黄博涵 摄

河南省舞钢市杨庄乡

一直就有香菇种植的传统，

20世纪70年代，杨庄乡就

引进香菇种植技术在辖区

内推广。2022年，该乡种植

的8000余万棒香菇共产出

1.6亿斤鲜香菇。

如何让这些香菇通过

深加工产生增值效益？该

乡金菇产业园的总经理王

晶一直在深入思索这个问

题，为此，他邀请专家对香

菇进行多种产品的开发。

一罐罐喷香的菇酱、一

盒盒酥香的脆片、一瓶瓶醇

香的菇酒……7月14日，笔

者见到这些产品时，一时很

难将它们与香菇联系起

来。“这些都是从香菇衍生

而来的产品。”王晶说。

在金菇产业园的酿酒

车间里，几名工人正在将

拌好的酒料装入缸中等待

发酵。

负责酿酒的孙师傅说：

“这的酒都是选用优质原粮

和干香菇，经过粉碎、拌料、

高温蒸粮、摊粮、加酒曲、入

缸发酵等程序……咱们的

酒特殊之处就在于有股香

菇的香味。”

“香菇做成的脆片香酥

可口，一经推出便广受好

评。”王晶介绍，目前，公司

基地有近一半的香菇棚供

应脆片的生产。

在杨庄乡叶楼村的有

机肥厂内，负责人窦中华介

绍：“我们将废菌棒经过粉

碎后加入牛粪、微肥、豆粕

等，让其发酵变成有机肥，

有很多种植果树的种植户

来订购肥料。”

在杨庄乡，香菇实现了

“七十二变”，既“结”出了鲜

食的香菇，还能“酿”出美酒、

“晒”出干货、“制”出脆片。

（王晓磊 牛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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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的“七十二变”

大学生“新农人”的田园创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