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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龙虾季
湖北监利叫响虾稻品牌

【农民日报】炎炎夏日，又到一
年小龙虾消费旺季。

5 月 20 日，第四届湖北·监利
小龙虾节暨监利大米展销会开幕。产
业搭台，经贸唱戏，数百名小龙虾、
稻米产业相关专家和采购商云集于
长江之滨湖北荆州监利市，实地观
摩、参与论坛研讨、洽谈合作，共同
叫响监利虾稻产业的区域公用品牌。

“监利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大市、
鱼米之乡，拥有大江大湖大平原，
小龙虾产量已连续 9 年位居全国县级
第一。”监利市委书记韩旭曾数次
走进电商直播间为“监利龙虾”“监
利大米”代言，韩旭表示，监利将充
分依靠科技提升农产品品质和生产
效益，围绕水稻水产两个农业品牌，
用心做大一只虾，全力做强一袋米，
提高监利特色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
推动监利农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监利献美食，虾稻甲天下。”
监利市市长聂良平介绍，监利是湖北
省最年轻的县级市，近年来充分挖掘
农产品量大质优的潜力，大力发展
生态种养，注重品牌营销，推动“监
利龙虾”“监利大米”品牌建设规划
落地，通过举办节会等活动，打造监
利文化新名片、旅游新亮点，为加速
构建虾稻全产业链再添一把火。

“双水双绿”生态示范引领监利
虾稻产业

监利是湖北省小龙虾、水稻产量
最大的县市。2020 年，监利农业再
获丰收，全市水稻面积 218 万亩，水
稻总产量 120 万吨。小龙虾养殖总面
积稳定在148万亩，产量达15.4万吨，
其中稻虾共作面积 108 万亩。监利作
为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方面，贡献突出。

2018 年以来，监利市与华中农
业大学双水双绿研究院开展技术合
作，坚持生态优先发展，实现“双

水双绿”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应用
能力进一步提升。2020 年，监利“双
水双绿”模式的化肥、农药用量比一
般种植模式减少了 30％以上，形成
了良性的“虾—稻”生态循环。

“双水双绿”指充分利用平原湖
区稻田和水资源的优势实行稻田种
养，使“绿色水稻”和“绿色水产”
协同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
业大学教授张启发表示，当前国家
农业发展从数量驱动逐步向品质驱
动转变，双水双绿研究院以监利为
核心辐射江汉平原，定位品质发展、
战略引领，关心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
注重生态效益。

“全国每 3 只小龙虾里约有 1 只
来自荆州！在 2020 年度全国小龙虾
产量十强县市中，荆州的洪湖、监利、
公安位列其中。”荆州市副市长邓应
军表示，荆州市农业比重较高，水稻、
水产两个产业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
占有重要的份额和地位，希望进一步
加强与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的
合作，大力推进“双水双绿”工程，
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上作出示范。

目前，华中农业大学双水双绿研
究院在监利新沟镇建设 300 亩高标准
小龙虾工厂化育苗基地，并同步在程
集镇建立产学研示范基地，在周老嘴
镇建设国家水稻产业园基地。通过各
基地协同科研，开展再生稻、中稻（虾
稻）和晚稻（虾稻）品种比对试验，
将筛选出最适合江汉平原推广的虾、
稻品种。

“监利龙虾红遍天下，监利大米
香飘万家。”监利市副市长杨金勇
表示，监利将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
实施以“虾稻共作”升级版为主要内
容的“双水双绿”战略，坚持把“双
水双绿”产业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
抓手，小龙虾产业和大米产业正在向
高质量发展迈进，争取让监利虾稻品

牌叫得更响。
降低养殖密度养大虾
去年以来，受疫情、养殖水平、

市场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监利及湖
北不少地区的小龙虾养殖户陷入“小
虾多、卖价低”等困境，越来越多的
虾农意识到，大面积养虾不如养大
虾。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事业
发展中心相关水产专家表示，将在潜
江、监利等县市先行指导开展“稻 -
虾 - 憨”模式和“养大虾”生产技
术研究攻关，提高农民生产效益。

近日，湖北省农业事业发展中心
和武汉市农科院水生所的专家来到
监利尺八镇尚禾农业专业合作社，指
导农民开展“稻-虾-憨”种养示范，
在快要收完第一季小龙虾的虾稻田
回形沟里，投放“土憨巴”苗种。

“土憨巴”是沙塘鳢的俗称，
是经济价值较高的长江野生鱼类，
有一定的消费市场。长江禁捕后，
湖北开展了沙塘鳢等长江野生鱼类
的人工驯化繁育研究。武汉市农科
院水生所专家介绍，“稻 - 虾 - 憨”
模式嫁接在虾稻产业的基础上，每亩
虾稻田再投放数百尾“土憨巴”苗种。
在虾稻田里粗放养殖的“土憨巴”生
长到一定程度，可吞食小规格的小龙
虾，降低小龙虾养殖密度，有利于养
大虾。

监利尚禾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欧阳斌，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发布
的第四批全国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
头人典型案例名单以及 2020 年度农
民教育培训“百名优秀学员”扶贫先
锋资助项目人选名单。他对记者说，
打响监利虾稻品牌，对合作社销售
的虾稻等农产品帮助很大。合作社
将一心一意当好农民的“田保姆”，
十分愿意尝试“稻-虾-憨”这样“一
田三收”的新技术模式，让农民再增

加一部分收入。
“买、吃龙虾去哪里，量大质

优在监利。”监利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张耀辉向记者介绍，近几年，
小龙虾产业逐渐进入调整期，未来，
监利虾稻产业既要保持产量的优势，
又要在新模式和高品质上下功夫。

品牌创建提升知名度
晚饭时间，走进位于监利天府东

路的“1 号虾铺”餐厅，座无虚席，
门外还摆起了吃虾大排档。“1 号虾
铺”店主邹艳梅说，在当地政府和商
家的共同努力下，“监利龙虾”品牌
越来越响，来吃虾的外地顾客越来越
多了。

邹艳梅是监利黄歇口镇六合垸
村人，通过十多年的创业，“1 号虾
铺”已成为监利最具特色和影响力
的小龙虾本土连锁餐饮品牌，并在
黄歇口镇等地建起了虾稻种养基地，
开展线上线下同步营销。

在“2021 中国（监利）虾稻产
业电商论坛”上，来自字节跳动、
美团等互联网公司的品牌专家，就监
利虾稻区域公共品牌提升、虾稻产业
互联网建设、虾稻产品电商销售等
方面建言献策，赋能监利虾稻品牌，
助力产业升级。

为补齐物流和深加工短板，监
利构筑由桐梓湖、满堂红、广利隆、
春燕渔业、远博水产等企业组成的虾
稻产业联合体，逐步健全优质虾稻
市场营销网络、主动适应和引领产
业链转型升级。在小龙虾交易旺季，
每天从监利小龙虾交易中心发往全国
450 多个城市的小龙虾达 400 多吨。
航空运输路线也正在洽谈中。5月底，
顺丰、京东等物流公司也将进驻完
毕。监利小龙虾已成为北京信良记、
深圳堕落虾、长沙文和友、武汉良品
铺子等十多家知名食品公司的深度
合作伙伴。

重虾不轻稻，监利市擦亮“监利
龙虾”品牌的同时，做优“监利大米”，
水稻无公害产地认定实现全覆盖。以
名宇米业为龙头，联合龙兴湖、内荆
河、武田家庭农场、大地春等单位成
立监利富硒大米产业联合体，统一
制定富硒大米生产规划和生产标准，
进行优质大米加工和营销。面向中
高端消费市场，开发黑米、彩色米、
粳稻米等特色稻米。2020 年，“监
利大米”地标品牌入选湖北省地理标
志保护项目工程。

“种稻养虾，绿色倍加。监利要
在‘双水双绿’技术加持下，让‘全
国龙虾第一县’的成色更实更足。”
监利市委书记韩旭说。

“湖田虾稻乡、好水出好虾。”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副会长、秘
书长杜慧表示，监利市作为湖北省实
施“双水双绿”战略的先行区和试验
区，坚持以小龙虾和优质水稻为主导
产品，创新改革，走出了一条以“虾
稻共作”升级版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绿
色发展之路，有效促进了种养生产与
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共优的良性循环。
希望监利以久久为功的精神和决心，
依托平原湖区的地域优势和资源禀
赋，继续创新发展，为做大做强绿色
农业产业、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作出应
有的贡献。（何红卫　乐明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