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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小龙虾上市的高峰
期，在桐乡市崇福镇的宏望稻虾生
态种养基地，工人们将一笼笼鲜红
肥美的小龙虾捕捞上岸，这里小龙
虾的日均销量约 5 万斤。“今年亩产
量 达 到 350 斤 ，比 往 年 提 高 了 50
斤，行情也很好，前阵子一斤卖到
40 元呢！”基地负责人范仉洪喜笑
颜开。

宏望稻虾生态种养基地是浙江
省稻渔综合种养省级示范基地，自
2019 年试水稻虾轮作种养以来，面
积从 160 多亩扩大到 6200 亩，年综
合产值超 5000 万元，并带动了村民
增收。

稻虾轮作种养究竟怎样操作？
又是怎样帮村民增收的？日前，我
们来到崇福镇探访。

下稻田抓虾
穿着防水服很吃力

晨光熹微，走进地势平坦的联
丰村，宏望稻虾生态种养基地映入
眼帘。小龙虾就藏在波光粼粼的水
面下，偶有几只浮上来，原本平静的
水面出现了几圈波纹。

“走，把防水服穿上，我们一起
下田抓虾。”范仉洪刚安排发出一批
小龙虾，来不及喝口水，就领着我们
下到一块水深约 50 厘米的稻虾田
里，手脚麻利地拉起提前放好的地
笼，准备起笼收虾。

“快，搭把手。”范仉洪招呼我
们。我们和他一道把地笼拉起来，
随着一阵起网动作，顿时水花四溅，
一网活蹦乱跳的小龙虾很快就捞上
来了。一旁的工人李新亮赶快把货
筐递过来，范仉洪把小龙虾倒进去，
看 着 个 头 壮 实 的 小 龙 虾 ，大 家 都
乐了。

一阵忙碌后，我们捞起了 10 个
地笼，小龙虾装了满满两大筐，估摸
着有 50 斤。随手抓起一只，只见它

双钳硕大、壳色鲜丽。我们不禁好
奇地问：“老范，小龙虾养得这么好，
有什么窍门吗？”

“我也是门外汉，走了不少弯路
呢。”范仉洪擦了擦汗水告诉我们，
他原本经营着一个家纺厂，看到稻
虾种养前景好，便在 2018 年来到联
丰 村 ，承 包 了 160 多 亩 田 试 水 养
虾。起初，他把水稻和小龙虾混在
一块种养，半年下来，小龙虾品质
不高。

“想要养出高品质的虾，只能繁
养分离。”听了崇福镇农经中心专家
的建议，范仉洪打算试试。2019 年
10月，水稻收割后，范仉洪开始在一
块田里养水草，然后在这块田里为
小龙虾育种，水草、腐烂发酵的稻
草，都可以作为饲料。到了次年3月
初，育出的第一批小龙虾幼苗被转
移到轮作田里，4月初就能起捕第一
批成虾，随后继续投放小龙虾苗，直
到 6 月中旬捕完虾后把田里的水放
干，再种植水稻。龙虾粪便又可以
肥田，有效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通过稻虾轮作种养，一块田能
收一季稻、至少可养 4 批小龙虾，相
比 单 纯 种 稻 ，每 亩 田 每 年 可 增 收
1200 元。“小龙虾住得好，吃得也
好，品质更有保证。”崇福镇农经中
心主任冯志刚介绍，不少人以为小
龙虾生长在臭水沟里，很脏，它们只
是生存能力较强，其实它们更喜欢
清水环境。这里养殖的小龙虾吃的
主要是豆粕这种高蛋白饲料，脱壳
的时候还要补钙，因此养出来的小
龙虾个头大、肉质紧，吃起来更美
味。范仉洪养殖的小龙虾还获得过
嘉兴市龙虾王争霸一等奖、全省龙
虾王争霸赛三等奖等。

穿着防水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着，我们越来越吃力，而范仉洪丝毫
看不出疲态，他说：“做农业就是要
能吃苦，要早点把这批小龙虾卖出，
过几天，稻田里就要插秧了。”

点点手机屏
千里外也能“云种养”

初夏的乡村，满目葱郁。稻虾生
态种养基地路网密织，广袤的田野中
却不见成群忙碌的身影。我们心生
疑问，这数千亩小龙虾怎样管理？

“滴滴滴”，上午 10 时许，范仉
洪的手机响了，这是用于养殖管理
的“百倍云”小程序在提醒，他点开
一看，原来是一块虾田的水体溶氧
量偏低，于是他轻轻一点，屏幕上的
增氧机图标转动起来。1 公里外的
虾田里，增氧机开始运作，屏幕上的
数值缓缓上升。

过了一会儿，眼看到了给小龙
虾投喂饲料的时间，范仉洪又打开
手机，查看各个田块的投喂情况。
他发现个别工人只在一两个地方投
食，于是立即打电话过去纠正，让工

人走动起来，尽量均匀地四处投食。
半小时后，我们跟着范仉洪回

到 基 地 办 公 楼 ，货 车 依 次 进 场 装
货。在进门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块
巨大的显示屏几乎布满墙面，屏幕
不停地闪烁，呈现着基地每一个田
块的实时状况。“一旦水质等参数超
标，这块大屏就会闪烁报警，我们的
手机也能收到提醒。”基地技术负责
人范建良说。

这就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建成
的数字稻虾智慧种养平台，它连接
着 100 多个摄像头，还包括稻虾基
地建起来的气象站、虫情测报灯、水
质传感器等设备，这样一来，工作人
员通过显示屏，就能清楚了解基地
各处实景、气温、湿度等最新信息。

“种稻养虾都是技术活，精细监
测管护怎能缺？”范仉洪说，有了数
字大脑，他远在千里之外也能监控
田块情况。

跟着老范干
村民心里踏实

范仉洪很忙，不停地有人催他
发货，他还要负责帮农户把小龙虾
及时卖出去。

上午 11 时，联丰村养殖户李金
毛拉着 100 多斤小龙虾赶来了，过
秤、登记、出货，前后不到半小时，而
且货款当场兑付。

“跟着老范干，我们心里踏实。”
李金毛喜滋滋地说，养小龙虾他是门
外汉，但是范仉洪给他提供了小龙虾
种苗、饲料和全套生产技术，小龙虾
养大了，再由范仉洪统一收购，让他
没了后顾之忧。去年，李金毛利用冬
闲田养了11亩小龙虾，净赚2万元。

范仉洪稻虾轮作种养成功后，
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一个人富
不算富，范仉洪想跟农户们合作，让

他们也参与稻虾轮作种养。于是，
他以自己的桐乡市宏望生态农业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为 依 托 ，陆 续 流 转 到
6000 多亩冬闲田，然后交给农户合
作养小龙虾，养好后又还给农户种
粮。这种“龙头企业+农户+季节性
流转”的模式，带动了 50 余农户发
展稻虾轮作种养，此外还吸纳了100
余位农民在基地就业。

“我们村养小龙虾的农户越来
越多。”联丰村党委书记沈伟忠说，全
村稻虾轮作种养面积达到 2400 多
亩，村里每亩田的流转费用也从720
元涨到 930 元。为了带动更多农户
增收，去年，崇福镇还成立了“稻虾产
业党建联盟”，11个行政村和稻虾养
殖企业抱团发展，为农户开展产品推
广、技术指导等服务，帮助养殖户解
决产业发展难题50余个。

站在基地办公室往外看，平平
整整的稻虾田边上，一些市民正带
着小孩钓龙虾。范仉洪告诉我们，
这是他们和崇福镇联手打造的农旅
项目，投入 1500 万元，打造集稻虾
轮作、休闲垂钓于一体的示范基地。

看着家门口的游客多起来，不少
村民坐不住了。“店内售钓小龙虾的工
具和饵料，一套10元。”村民许惠芬利
用自家房屋开出了便利店。端午假
期，崇福镇第三届龙虾节在宏望稻虾
生态种养基地举行，慕名而来的游客
近万人次，许惠芬的生意也跟着火起
来。她还在抓紧装
修房子准备开农家
乐，她满脸期待地
说，未来，这只“小
龙虾”一定会带来
更多的收入。

水稻水稻、、小龙虾轮作亩均增收小龙虾轮作亩均增收12001200元元，，记者探访桐乡这个省级示范基地记者探访桐乡这个省级示范基地——

割稻后养虾割稻后养虾 不让田闲着不让田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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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照耀着湖水，随风飘摆的
垂柳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湖里的
小鱼儿不时探出脑袋，荡起一圈圈
涟漪⋯⋯

这里是以珍珠产业为特色，有
“中国珍珠第一村”之称的诸暨市山
下湖镇新长乐村，全村 80%以上的
人员从事珍珠相关产业，覆盖养殖、
加工、销售等。2017年，村民逐步入
局电商、直播。目前，从事珍珠电商
产业的村民有 300 多家，2021 年线
上销售额达 38 亿元。今年，新长乐
村被列入绍兴市第二批乡村振兴先
行村培育名单。依托珍珠产业，该
村正在打造“互联网+生态珍珠业+
乡村旅游”产业链，努力从“中国珍
珠第一村”进阶为“中国珍珠电商第
一村”。

近日，我们跟着新长乐村党总
支书记何立新，在村里体验珍珠从
出水到“上云”的全过程。

划着小船查蚌
一拉网船就摇晃
走进新长乐村，映入眼帘的便

是一大片景观湖和村体育公园，景
观湖旁一排排小洋楼整齐统一，像
是一处高档别墅区。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一大片景
观湖曾经因为养珍珠而“黑脏臭”。

“以前为了提高珍珠产量，缩短养殖
周期，大家向塘里倾倒鸡鸭粪，蚌塘
发黑发臭，查蚌的时候手伸到水里
都会留下一层黑绿色的脏东西。”何

立新说。2017 年 2 月，诸暨出台“禁
养令”，一场珍珠养殖污染大整治自
此掀起。山下湖全镇珍珠养殖总面
积从 8000 亩减至 4200 亩，且必须
保证蚌塘出水为Ⅲ类水。

虽然养殖面积减了，但产品质
量、附加值在提升，山下湖镇珍珠行
业总产值不降反升。

走过村里公园的拱桥，我们看
到一位头戴褐色鸭舌帽、身穿蓝色
工作服的村民，正划着不锈钢渔船
查蚌——就是查看河蚌的生长情
况，如果发现死蚌就要立即捞出，以
免影响水质和其他蚌的生长。他叫
魏均水，今年 68 岁，从 10 多岁就开
始养蚌，目前受雇于当地一家珍珠
养殖企业。他说：“以前公司最多的
时候有 3 万亩水塘，现在都退养了。
现在养蚌虽然生长周期慢一些，但
质量更好了。”

坐在船上，拉出养蚌的网查看，
查蚌的活儿看似轻松。于是我们跟
着老魏一起上阵。刚一坐上小船，
船就开始剧烈摇晃，我们绷紧了身
子，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阳光反射
在水面上，明晃晃的让我们睁不开
眼，天气很热，再加上紧张，不一会
儿，我们的衣服就汗湿了。“这片塘
大概 60 亩，从早上 7 点半到下午 4
点半，我每天都要拎网查蚌。现在
天气热了，蚌容易晒死，所以要多检
查几次。”说着，老魏拎网捞起一个
蚌，指导我们根据蚌壳上的圈晕判
断河蚌的“年龄”。由于控制不好重
心，我们不敢将身体探出船体太多，

只能远观。
待我们下船后，老魏又划到塘

中心继续查蚌，没有我们拖累，他轻
快了许多。只见他抓起养蚌的网，
脚踩在船边，船体和水面的倾斜夹
角几乎达到了45度。

直播开蚌取珠
开400个蚌手都麻了

珍珠养殖污染大整治后的新长
乐村，不断探索新的出路。“是退养
倒逼大家做直播。比起传统养殖，
直播效益更高。”何立新说。

驱车数分钟，我们来到离新长
乐村 3.4 公里、位于华东珠宝城旁边
的诸暨蒂碧珠宝有限公司，见到了
年轻的创业者、27 岁的新长乐村村
民何振钢。他是公司负责人之一，
正在做开蚌取珠的直播。

“现在开的是冰糖小巴，一组10

个蚌 498 元，再来一组给你加开两
个蚌！”面对着手机屏幕上的留言，
何振钢一边拿着刀开蚌取珠，一边
回复着。

直播间隙，我们上直播台体验
开蚌，别看主播能轻松剖开，我们手
生，需要非常使劲才能切开一条缝。

“一般从中午 12 点半开播到下
午 4 点半，日均开 400 个蚌，这些蚌
都是村民养的、刚出水的新鲜货。
其实开蚌到 200 个就已经比较累
了。”何振钢说，“不仅要动刀，还要
不断地说话和网友互动，一天播下
来，嗓子哑了，手也麻了。”

目前，像何振钢一样做直播的
新长乐村村民有 142 户。为了保证

“中国珍珠第一村”的口碑，但凡有
空，何立新总会走到村民家转转，一
来可以监督是否有以次充好等不诚
信行为，二来可以为货品质量有保
证的村民吆喝几声。即使不上门，

他也会通过手机关注村民们的直
播间。

在富民的同时，如何因势利导，
借助直播开拓集体经济“造血”的渠
道？这成了何立新日思夜想的问
题。为此，今年 4 月，新长乐村在山
下湖镇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引导下，
以村集体全资入股的方式，成立了
珍珠电商直播强村公司——诸暨市
昕乐珠宝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发
展迅速，截至 6 月 5 日，公司为珍珠
直播带货的总成交额已突破 300 万
元，预计今年通过直播可为村集体
盈利200万元以上。

统一规划运营
看重品质和口碑
珍珠电商直播强村公司成立

后，新长乐村两委班子就考虑把分
散的直播户集中起来，并聘请专业
电商团队和乡村运营团队，对村庄
珍珠电商产业进行统一规划运营，
还 创 建 了 村 级 珍 珠 电 商 品 牌“ 珍
与”，用于公司产品推广。

和养殖户的开蚌取珠直播有所
差异，强村公司的直播多是为项链
等珍珠饰品带货。

“宝宝们，山下湖珍珠第一村给
你们发福利啦！9 到 10 毫米点位的
无核珍珠项链，正圆无暇高光高亮，
499 元上 5 条！”“接下来是为新人准
备的福利，38 颗 10 到 11 毫米点位
的晨曦之光全珠项链，正圆有瑕疵，
接受不了瑕疵的不要拍，99元一条，

共20条，上车！”
晚上9时，我们来到新长乐村文

化礼堂，强村公司的主播朱朱正在
这里直播，货品有珍珠项链、珍珠胸
花、珍珠手链、珍珠耳环等，这些饰
品用的珍珠原料，主要是向本村村
民收购的。

刚开播5分钟，虽然在线人数只
有 118 个，但主播推出的每一款珍
珠饰品都在 1 分钟内被抢完。“我们
现在做的是品质和口碑，而不是流
量。”朱朱说。

强村公司成立以来，新长乐村
已向村民开展直播培训 30 场，孵化
农民直播间 20 个，提供就业岗位
40个。

经“珠光宝气”加持，新长乐村
的人居环境、村庄内涵、精神文明都
有了明显提升。近年来，在镇政府
支持下，村庄已先后投入 3000 余万
元，完成道路硬化、路边绿化、河塘
整治、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新长乐村还将投入 1510 万
元，打造直播电商培训配套民宿农
家乐、智慧化卫生室、珍珠驿站等项
目，为电商直播产业赋能。

诸暨山下湖镇党委书记余灵君
介绍，“数字+珍珠”深度融合的产
业体系正在山下湖镇形成。“新长
乐村的珍珠电
商直播强村公
司为山下湖镇
乡村振兴探索
了 一 条 新 路
径。”

“数字+珍珠”怎样助力富民强村？一起去诸暨“中国珍珠第一村”瞧瞧——

河蚌刚出水 珍珠卖“上云”
本报记者 苗丽娜 共享联盟诸暨站 刁卓璐 通讯员 杨佳娜

苗丽娜苗丽娜

宋彬彬宋彬彬 王志杰王志杰

本报记者和基地技术负责人范建良（右）把抓起来的小龙虾装入筐中。本报记者 王志杰 摄

宏望稻虾生态种养基地宏望稻虾生态种养基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志杰王志杰 摄摄

新长乐村文化礼堂里，主播朱朱（右）为珍珠饰品带货。

养殖户在查蚌养殖户在查蚌。。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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