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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过，夏已远。
位于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

的镇赉县传来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嫩江
流域的小龙虾养殖实验项目取得成功。这标
志着镇赉县在“南虾北养”和“清水养虾”的水
产特色养殖方面迈出关键一步，开启了小龙
虾养殖新篇章。

地处“八百里瀚海”的镇赉县凭什么能养
殖小龙虾取得成功，他们有着怎样的养殖秘
诀？

镇赉县位于我省西部，地处“世界黄金纬
度”的北纬 45度，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
适宜，日照充沛，气候冷凉。在这样的气候环
境下，动植物都生长良好。

适宜的纬度、气候、光照和降水是养殖小
龙虾的先决条件。科技的助力和专家团队的
不懈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

为了让水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镇赉县
组建水产工作专班队伍开展稻渔综合种养、
水面泡塘健康养殖技术服务工作，将培育发
挥龙头带动作为重要抓手，创建地方国营镇
赉县渔场、镇赉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镇赉县大屯镇吉优养殖家庭农场等国家
级健康养殖示范区3处，创建省级稻渔综合种
养示范区 5处，发展水产养殖示范合作社、家
庭农场及大户10家辐射带动，全县13个乡镇
场整体推进，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
好局面。近两年，全县共举办水产养殖、稻蟹
共生培训班50余次，其中2023年举办农业重
大技术协同项目培训班，邀请辽宁省河蟹研
究所原所长于永清、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教授文波龙等稻渔综合种养专家
对全县养殖户进行现场授课。同年，邀请江
苏海洋大学荣誉教授唐向阳为全县55家河蟹
养殖大户授课。培训以多媒体的形式，结合
文字、图片、视频，讲解北方河蟹养殖理念、科
学养殖河蟹技术方法、河蟹养殖基本知识。
年初以来，接受渔民测水申请，下乡为养殖户
泡塘越冬开展水质检测 69次，做到科技进塘
入村到户，促进渔民增收致富。

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李
月红介绍，小龙虾在高温环境中易出现厌食、
情绪暴躁等情况，影响生长，但镇赉县夏季温
度适宜，小龙虾胃口一直很好，生长周期也比
南方更长。当地充分利用嫩江流域弱碱水质
的独特优势，为小龙虾提供了近乎完美的生
长环境，并经过多年科研养殖，探索出了“南
虾北养”的特色养殖技术。

“我们团队在小龙虾养殖管理、病害防治
方面给予科技支撑。定期检查水质，监测小
龙虾的健康状况，采用环境友好的防治手段
来维护水质。”李月红介绍，“南虾北养”特色
养殖成功的背后，是县水产总站和汇聚农业
主动与科研力量深度融合的成果。

过去，镇赉县所在的白城市因荒漠化、盐
碱化严重，被称作“八百里瀚海”，恶劣的自然
条件限制了当地经济发展。

11年前，我省启动了一项超级工程——
河湖连通，利用七年时间，将嫩江水、洪水、河
流过境水引入白城区域内的湖泡、湿地，形成
河湖互济的大水网。嫩江流经镇赉 111.5公

里，由北向南润泽了镇赉的良田与湿地，洮儿
河、二龙涛河、呼尔达河分布在镇赉南西东三
面，“引嫩入白”“河湖联通”工程保证了镇赉
水资源的丰富和均衡分配。这一自然条件为
大水面生态养殖、池塘标准化养殖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环境，155万亩的水田面积让镇赉稻
田综合种养模式有了巨大的空间，实现“一水
两用、一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促
进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持续开展水产养
殖技术推广应用，为“南虾北养”提供了良好
的生态基础。

嫩江弱碱特性的水质仿佛是大自然为小
龙虾和“嫩江大闸蟹”量身定制的“温床”。在
镇赉及周边养殖水域，小龙虾享受着纯净的
水源，个大体红壳厚，肉质饱满紧实。这种独
特品质，使得”嫩江清水小龙虾“在市场上占
据一席之地。

近年来，镇赉县开展依托科研力量和水
资源优势，在确保大水面健康养殖、泡塘标准
化池塘养殖稳步发展基础上，推广实施稻田
综合种养模式，推动双水互促融合。此次养
殖实验项目取得成功，不仅彰显了汇聚农业、

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龙头企业在农业
科技领域的深厚积累与创新能力，更为全县
的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树立了新的标杆。

“我们养殖的是清水小龙虾，不放调料，
清水煮食更能品尝到小龙虾自身的鲜美味
道。”镇赉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葛俊举起两只红红的小龙虾对参观者说。

“今年，我们养殖小龙虾水面 2800亩，明
年将扩大到 5000亩，未来三年逐步提高到 5
万亩。”葛俊说。截至目前，已销售 10万斤小
龙虾，实现收入300余万元。

“稻蟹种养，一地双收”是镇赉县近年来
大力发展的特色农业之一，稻田养蟹充分利
用稻蟹互利共生的关系，以“种稻不施肥，养
蟹不喂料”的生态种植、养殖方式，达到“一水
两用、一季双收”目的，改变了传统稻田的单
一种植结构。“水中有稻，稻中有蟹”使乡村悄
悄发生变化，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就业
增收，村子变成充满活力的致富村。镇赉庆
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坚持种植有机水
稻，并在60公顷稻田里投放“大眼肉体”蟹苗，
每年可收获成蟹 2万斤，螃蟹给稻田除草、增

肥，并抬高了大米的“身价”。
镇赉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接

科研团队打造螃蟹养殖基地，通过螃蟹改良
土壤，实现增收致富，盐碱地成了宝地，助力
县域经济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公司组建稻蟹
综合种养产业联盟，形成“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1+1+N”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签订养殖
合同，实行保底回收政策。

随着种养规模不断扩大，种养结合技术
日渐成熟，镇赉切实推动稻蟹综合种养一体
化发展，创造了“以水养蟹、以蟹改土、以水压
碱、以苇还田”的生态收益，形成“小螃蟹、大
产业”的盐碱地改良模式，实现了“一田两用、
一水两养”的良性生态循环。2023年，全县大
水面养殖河蟹面积 14.5万亩，发展稻田养蟹
面积5.6万亩，稻田养鱼面积9.5万亩。

渔业已成为镇赉县发展品质农业的重要
产业。该县先后获得全国渔业健康养殖示范
县、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全国渔业文明执法
窗口先进单位、全国渔情信息采集先进单位、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示范站等称号。“水稻种
植”“水产养殖”已成为撬动镇赉品质农业跨
越式发展的“千斤顶”，稻蟹共生让乡村振兴
新“稻”路更加宽广。

2024年，镇赉县因地制宜开发利用适渔
稻田，推广大眼幼体-扣蟹越冬、塘－田接续、
环沟+分箱式插秧等集成模式应用，依托企
业+企业，合作社+农户生产主体等水产技术
推广模式，全县稻渔综合种养发展到 16.3万
亩。其中，稻田养蟹 4.96 万亩，稻田养鱼
11.38万亩。

如今，全县养殖水域面积51万亩，年产优
质水产品 2.7万吨，渔业产值近 5亿元。截至
7月末，全县水产品产量 1.13万吨，养殖产量
1.03 万吨，捕捞产量 1025吨，鱼类 1.12万吨，
蟹虾类160吨，为“米袋子”“菜篮子”稳产保供
做出贡献。

水里捞水里捞““金金””奔富路奔富路
———解析镇赉县品质农业赋能水产养殖秘诀—解析镇赉县品质农业赋能水产养殖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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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江清水小龙虾”个头大、味道鲜美

镇
赉
小
龙
虾
养
殖
环
境
水
质
好
、水
生
植
物
丰
富

汇聚农业科技发展公司负责人葛俊展示刚刚捕捞的“嫩江清水小龙虾”

工人在捕捞小龙虾 小龙虾比人的手掌还大

“嫩江清水小龙虾”个头大、活力足

“嫩江大闸蟹”也是镇赉品质农业的标
志性农产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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