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援小龙虾：对湖北“搭把手”的样本

本报记者尹平平

5 月 10 日凌晨 1 点 10 分，北京簋街胡大饭
馆仍需等位。

“前面就一桌了，很快的。”服务员耐心安抚排
队的食客。

确实算快了。如果不是疫情，即使在后半夜，
要吃到这家饭馆的小龙虾，等位时间通常以小时
计算。

除了胡大，簋街不少灯火通明的餐馆门口，同
样人流如梭。既有勾肩搭背的年轻情侣，也有哈着
酒气喧哗的中年大叔。餐馆外，卖花的老人，踩着
折叠车的代驾，随时等待招呼……

以宵夜著称的簋街，冷清了一个春天后，人气
又旺了。

此前两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在落实防控措施
前提下，全面开放商场、超市、宾馆、餐馆等生活
场所。

簋街的烟火气，不仅餐馆老板期盼已久，而且
让远在湖北的农民振奋。

几个月来，潜江虾农陈居茂最期盼的事情之
一，就是餐饮业复苏。

在潜江，几乎有一半人，都像陈居茂一样，小
龙虾是主要收入来源。中国虾谷小龙虾交易中心
负责人康峻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潜江是湖北的小龙虾养殖重镇，湖北是中国
的小龙虾养殖大省。农业农村部《小龙虾产业发展
报告(2019)》显示，2018 年，全国小龙虾总产量
163 . 87 万吨，其中湖北产量 81 . 24 万吨，约占全
国总产量的一半，远远领先排名第二的湖南省。

受疫情影响，今年湖北小龙虾产业受到了
哪些冲击？养虾人和卖虾人如何应变？“县长直
播带货”网红卖力吆喝，对提振产业有多大作
用？这个夏天，小龙虾还能成为国人宵夜的实力
担当吗？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调研。

封村闭户，养殖户有虾缺人捞

好不容易培育出爪小身大、

口感 Q 弹的优质小龙虾，怎么

忍心说扔下就扔下

春节前，陈居茂就囤了 10 多吨饲料和 40 多
吨菜籽饼。按理说，他的小龙虾不至于断粮。但出
于防控需要，每户每 3 天只允许 1 个人外出，这位
养殖户手中有粮，却无奈不能及时喂到小龙虾
嘴里。

陈居茂所在的金星村，分布着大片养虾的池
塘。内心焦虑的陈居茂，只要能出门，就跑到塘口
去。比起跳动的感染人数，他更关心气温的变化。

到 2 月底，当地气温一度到 20 ℃。温度升高，
小龙虾生长加快，食量也一下大了很多。如果此时
投喂没跟上，它们就会吃掉水草，甚至自相残杀。

水草可不能任虾随便吃。养虾先养草，对于
小龙虾养殖来说，水草对维系池塘生态平衡至关
重要。一旦水草被破坏，水浑了，小龙虾就会
病死。

当看到池塘已经有些浑浊，水面上星星点点
漂起被小龙虾夹断的水草，陈居茂实在坐不住了，
紧急叫来本村的 12 名工人，从早到晚围着池塘转
着圈投喂。

陈居茂和儿子陈龙在村里承包了 1800 亩池
塘，年产小龙虾近 80 万斤。投喂、管理、起捕、销售
等各个环节加起来，需 40 名工人才能正常运转。

由于封村，外面的工人进不来。于是，好不容
易让虾吃饱了，新问题接踵而至：没有人手起虾。

小龙虾越来越密。一旦密度过高，无论怎么投
喂，也长不大。

父子俩想了一些办法，例如把虾苗捞出来腾
出生长空间；往池塘里投放吃虾的鱼，间接稀释密
度……

虾苗捞出来，如果不能及时卖出，就会很快死
掉。但今年虾苗暴跌，一度跌到 3 元一斤，而去年
曾卖到 40 元左右。

这样卖虾苗无疑巨亏。可光投人工、投饲料，
却卖不出虾，也亏，而且投的越多亏的越多。有的
养殖户绝望了，任由天生天养吧！

陈居茂养了十几年虾，什么季节喂什么料，什
么温度养什么草，全靠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好不容
易培育出爪小身大、口感 Q 弹的优质小龙虾，怎
么忍心说扔下就扔下。

物流遇阻，经销商亏本分销

只有我们行动起来，让养殖

户看到虾能卖掉了，他们才有心

思继续养下去

当陈居茂等湖北虾农，连人带虾都出不了村
的时候，康峻带着他的收虾队伍进村了。

康峻执掌的中国虾谷小龙虾交易中心（下简
称“虾谷”），是全国最大的小龙虾交易市场，坐落在
潜江，现有 580 家商户，辐射全国 450 余个城市。

往年，他们从大年初三就开始分销虾农送来
卖的小龙虾，今年都过完农历正月了，仍门可罗
雀。到了 2 月下旬，村子还没有解封，等虾农上门

卖虾已不现实，康峻决定带人下到养殖户的塘口
去收虾。为了进村，他们先是层层上报有关情况，
又层层获得各种通行许可。

由于当时泡沫箱厂、制冰厂都没复工，康峻带
着节前囤下的物品，走村串乡去接小龙虾。

“只有我们行动起来，让养殖户看到虾能卖掉
了，他们才有心思继续养下去。”康峻反复强调企
业在特殊期间的责任。

2 月 25 日，虾谷终于发出了春节后的第一车
小龙虾，共 950 斤，目的地宁波。康峻每斤虾只提
一块钱，但物流成本却高达五六千元。

有些地方只要看到湖北车牌的车，就不让进
城，逼得康峻掏钱请收货方所在城市派车来潜江
运虾。即便如此，有些地方得知车是从湖北发来
的，仍不许其落脚，逼得司机辗转到周边县市
卸货。

“虾路”受阻，让虾谷在半个月内赔了 200 多
万元。后来，随着收上来的虾越多，才逐渐摊薄分
销成本。

从 3 月中旬开始，外地工人慢慢回到金星村，
陈龙赶紧组织大家捞虾。他告诉记者，任凭虾苗捞
出来死掉，他们也要尽力稀释密度，保证小龙虾能
够长好长大。

进入 4 月，随着打包、制冰、加工厂逐渐复工，
路也逐渐解封，小龙虾的销售渠道通畅起来，父子
俩抓紧时间起虾卖虾。

陈氏父子经营的潜江虾宝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往都是直供餐饮企业。在陈居茂看来，小龙
虾只有卖给餐馆，才能卖出好价钱。但受疫情影
响，餐饮门店迟迟不开，今年只能把虾卖到交易市
场，价格自然受到影响。

按照往年的行情，小龙虾 5 月集中上市，月底
价格就跌落谷底。今年的价格能坚挺多久，谁也说
不好。不过，和去年同期相比，每斤收购价普遍降
了 10 元左右。

销售渠道变了，市场行情更加不确定，陈氏
父子是咬着牙在卖。

“等不及虾长太大，越早起虾越能卖上价。我
们有积累、有技术，先活下来再说。”

尽管行情不比往年，但像陈居茂一样，越来越

多的湖北虾农开始重振旗鼓。
3 月中旬，虾谷的交易开始有所起色。4 月

中旬，虾谷单日发货量最高达到了 600 吨，基本
与往年持平。5 月 1 日当天，虾谷发往全国十余
个省市的小龙虾共计 1000 多吨。

电商进村，加工销售模式改变

大型电商平台纷纷派人收

购，制成冷冻调味虾后，再通

过线上销售

从 3 月份至今，中国电子商会智慧三农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新安，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荆
州市监利县，忙着协调当地的小龙虾养殖企业
和各个电商平台对接。

监利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诗模表示，
2019 年，监利县小龙虾养殖面积有 148 万亩，
年产量 15 万吨。在全国养殖小龙虾的县市中，
养殖面积和产量都位列第一，但养殖户主要依
托传统渠道卖虾。

刚到监利时，王新安发现当地的电商产业
基础不发达、生态不完整，养殖户没有这方面经
验。大到联络运营公司，小到找包装盒，都要替
他们操心。但王新安铁了心要把这件事做成，他
本身是荆州人，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月，在盒马鲜生负责食品安全和质量管
理的徐辉团队，代表阿里巴巴集团，也从杭州赶
过来，到潜江、监利、洪湖等几个市县去收购小
龙虾。到了 5 月上旬，已经收购加工了近
2000 吨。

阿里巴巴数字农业相关人士表示，公司启
动的助农计划，将在今年 4 月至 8 月，出资 10
亿元采购湖北小龙虾，投放到盒马鲜生、大润发
等商超进行线上线下销售。

不止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每日优鲜等
大型电商平台，也纷纷派人到湖北收购小龙虾，
经过加工制成冷冻调味虾后，再通过线上销售。

徐辉被同事戏称为“品虾师”。在接受记者

采访前几分钟，他还在潜江一家加工厂里试吃
新口味。

盒马鲜生目前推出的“加油小龙虾”，只有
麻辣和十三香两种口味，徐辉担心无法满足消
费者的口味追求，正和团队马不停蹄地开发新
品，并通过高温、油炸和液氮速冻手段，力图将
冷冻调味虾的味道，尽可能还原到餐馆现吃现
做的水准。

“通过电商平台卖小龙虾，不仅开拓了新的
销售渠道，还促进小龙虾加工产品多样化。”国
家级星火计划淡水螯虾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水
产科学研究所正高职高级工程师舒新亚对记者
说，“现在网上卖的小龙虾以调味虾居多，还有
很多产品类型有待开发。”

徐辉团队去年收购小龙虾时，只找了一家
加工厂合作。今年收购量迅速增加，需要五六家
加工厂才能消化。

位于荆州的湖北金鲤鱼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小龙虾速冻加工为主业，2019 年销售额
就突破亿元。总经理王诚表示，今年为了扩大产
能，“之前能贷的商业贷款都贷了，资金压力可
想而知”。

加工企业加大收购力度，能切实帮助虾农
消化存塘量、提高小龙虾价格。3 月 28 日，湖北
省出台小龙虾收储贷款优惠担保和一次性财政
贴息政策，扶持省内收储规模为 300 吨以上
（含）的小龙虾加工保鲜收储企业。

在这一背景下，王诚的企业获得了 500 万
元无抵押贴息贷款。从 4 月 10 日开始，这家企
业较往年提前收储加工小龙虾，紧急招募培训
员工，吸纳就业 800 多人。

直播带货，“吃”援小龙虾

短短两个多小时，帮销小

龙虾 10 万多只，达到了俄罗

斯世界杯期间的出口量

除了政策支持，政务网红直播带货，对小龙
虾产业的拉动作用更加直观。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潜江市委书记吴
祖云、荆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黄君、荆州市监利
县副县长杨金勇等多人，先后和各电商平台的
网络主播连麦直播，帮销小龙虾。

4 月 13 日，在一场名为“粤过千里 吃援
鄂货”的直播活动中，吴祖云现场推介清水小龙
虾，共吸引 180 多万网民围观。

稍早前一场名为“为鄂助力”的潜江龙虾专
场直播中，潜江市老新镇党委书记何波，坐在小
龙虾养殖塘口现场开吃。短短两个多小时，帮销
龙虾 10 万多只，达到了俄罗斯世界杯期间的小
龙虾出口量。

在镜头前表现更加专业的电视台主持人和
网络主播们，更是不甘示弱。在他们的直播间，
网友们用真金白银实力表达自己“买光湖北货”
“为湖北胖三斤”的强烈意愿。

央视主持人朱广权和知名网络主播李佳
琦，搭配成“小朱配琦”组合，在直播时作打油诗
卖虾：“凤爪藕带热干面，米酒香菇小龙虾。守住
金莲不自夸，赶紧下单买回家。买它买它就买
它，热干面和小龙虾！”这场“比拼”共吸引 1 . 2
亿人次在线观看。

4 月 21 日，知名网络主播薇娅和盒马鲜生
CEO 侯毅共同直播，叫卖盒马鲜生近期赶制的
自有品牌“加油小龙虾”。仅用时 5 秒钟，盒马鲜
生的天猫旗舰店内，600 万只小龙虾就卖光了。

连春光没想到，网上卖小龙虾竟能如此火
爆。他经营的监利县春燕渔业专业合作社，自
2009 年成立至今，已有 2 . 5 万亩小龙虾塘，日
产 10 万斤以上。今年以前，合作社的小龙虾都
是卖到批发市场或直供餐饮企业。

至于网上销售，连春光说：“也不是完全没
想过，但实在不知道怎么搞。而且就算我们在村
子里播起来，谁会来看呢？”

王新安、徐辉等人主动来到监利，手把手教
连虾农怎么包装、怎么直播，还免费附送流量，
让虾农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下转 12 版）

簋街的烟火气，不仅餐馆老

板期盼已久，而且让远在湖北的农

民振奋

几个月来，潜江虾农最期盼的

事情之一，就是餐饮业复苏。在潜

江，几乎有一半人靠小龙虾为生

全国人民都在为湖北恢复经

济“搭把手”，热干面、小龙虾等湖

北美食进一步“家喻户晓”。抓住机

会，增强美誉度，做强产业，也是湖

北的新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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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7 日，湖北省潜江市后湖管理区的“虾嫂”们在该市小龙虾交易中心分拣小龙虾。 新华社发（吴燕军 摄）

本报记者周凯

当前各地正在加快恢复生猪产能，但受非洲
猪瘟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部分地区仔猪价
格飞涨，几乎接近往年商品成猪的价格，抬高了农
民养殖成本、增加了未来风险；另一方面，一些大
型养殖企业加速布局，不少地方政府也积极提高
生猪养殖的规模化、智能化、生态化水平，基层生
猪产业呈现忧与优并存局面。

业内人士认为，恢复生猪产能应避免一哄而
上，尤其要防止散户盲目抢猪现象；解决猪肉周
期性涨跌问题，关键在于加快优化生猪养殖结构
和推进产业升级。

仔猪卖到成猪价，散户养殖需警惕

记者从部分生猪养殖企业了解到，出栏成
猪一般体重为 120 公斤，往年价格也就一两千

元。现在，普通育肥仔猪按品种不同，价格在
1300 元到 2500 元不等，用于育种的小母猪，
最高甚至能卖到 8000 多元。过去卖三四百元
的普通仔猪 ，现在都赶上甚至超过了成猪的
价格。

“有一户家里的母猪下了 21 头仔猪，其中
19 头是小母猪，卖了近 8 万元，平均每头仔猪卖
了 4000 元左右。过去养好几年都赚不到这么多
钱，养了十几年的猪，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行
情！”重庆市荣昌区兴旺种猪养殖场负责人郭
平说。

兴旺种猪养殖场在重庆以及周边省市发展了
合作社社员 5 千多户，高峰时期有母猪 6 千多头，
年产仔猪达 10 万头。但是现在，合作社只有母猪
1 千多头。

郭平说：“去年非洲猪瘟让我们受到重创，
新冠肺炎疫情又让我们难以走村入户，影响了
与社员的对接。但是现在行情好，我们正全力

恢复种猪饲养，希望到 6 月份，合作社的母猪能
达到 3000 头。”

记者在重庆市部分农村走访发现，虽然仔
猪价格暴涨，但当地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依然
很高。

重庆市涪陵区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重庆
农村过年有杀年猪的习惯，很多农户一般要养两
三头猪。我有一个区县村干部微信群，大家都在
反映买猪难。现在仔猪一两千元一头，有的十几
斤就拿出来卖，价格贵、存活率不高，还不一定买
得到呢！有的村民咬牙买了，有的准备等到下半
年再买。”

市场上一猪难求，主要原因在于生猪产能
恢复尚需时间。位于重庆西部的荣昌区出产的
“荣昌猪”，是我国三大优良地方猪种之一。

荣昌区高级畜牧师张成聪说，过去荣昌区生
猪养殖散户占主体，养殖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不
足，非洲猪瘟前全区生猪存栏量 42 万多头，而去

年年底存栏量只有 20 多万头。
相隔不远的合川区是全国农业（生猪）标准

化示范区，有着重庆市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常
年生猪出栏量稳定在 100 万头左右。

合川区畜牧站站长潘晓介绍，合川区生
猪养殖规模化率约 53%，规模化养殖户生物
安全防控做得较好，即便如此，去年的非洲
猪瘟还是让当地生猪出栏量下降了 1 0 %
左右。

张成聪分析认为，今年受疫情影响，期间
一些生猪项目建设延迟、饲料原料运输难；同
时，当前非洲猪瘟在局部仍有发生风险，严格
的防控举措影响了生猪，尤其是种猪的跨区域
调运。

双重疫情叠加，给生猪产能恢复增加了困
难。基层干部和业内人士对此感到担忧，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农民和中小养殖户盲目抢猪，养
殖成本和未来风险会大幅提高。

钱塘镇是合川区生猪养殖集中区域，该镇
畜牧兽医站站长唐春林也有同感。

当地生猪产业基础好，小猪可以买得到，但
是价格贵，一斤达到了 30 多元，而成猪价格一
斤只有 16 元左右，算上饲料等成本，散户养一
头猪利润并不高。

“随着猪肉供给的增加，农民等猪养大了出
售，倒亏都有可能。因此，我们引导村民养母
猪，这样能降低风险。”唐春林说。

同时，中小养殖户防护能力不足，也带来
风险。唐春林说，全镇养几头到几十头猪的
村民有 2 千多户，但 500 头以上规模的养殖
企业只有二十多家，中小养殖户还是传统的
猪圈，封闭性差，很难做好防控。

钱塘镇养殖户屈晓容夫妇养有母猪 40 多
头、商品猪 400 多头，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在非洲
猪瘟中“幸存”下来的养殖户。

（下转 10 版）

“仔猪卖到成猪价”，给养猪业传递何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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