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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监利”客户端

天下美味，监利小龙虾！本月20日至21
日，享有“天下粮仓”“鱼米之乡”美誉的湖北监
利市，将云集影艺大咖，网红直播打卡，共襄第
四届湖北·监利虾稻节盛会。

“用心做大一只虾，全力做强一袋米”，监
利开创了稻虾连作种养新格局，成为全国稻虾
共作的技术标准制定之地。每10只小龙虾就
有1只来自监利市。

监利拥有全国最大的小龙虾产量，拥
有全国最好的小龙虾生产条件，大江大湖
大平原，让监利的小龙虾个头大、肉质嫩、
蛋白质含量丰富。20 年前就开始出口国
外，近些年更是远销俄罗斯等国际市场，点
上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地的夜

市餐桌。
作 为 小 龙 虾 稻 田 野 生 寄 养 发 源 地 之

一，近年来，监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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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小龙虾、水稻作为种养结构调整的主导产
品，主推虾稻共作和虾蟹混养等生态种养
模式。

监利2017-2019年连续举办三届湖北·监
利小龙虾节，央视《发现之旅》栏目曾以《中国
虾仓 监利诱惑》为题作过 30 分钟的专题报
道。

2017 年，监利获得“中国小龙虾第一县”
称号；2019 年，获得“全国虾稻互联网产业示

范基地”称号，“监利龙虾”被第五届中国农业
品牌年度盛典组委会授予“中国农产品百强标
志性品牌”；2020年下半年，先后获得“2020世
界地理标志产业博览会金奖”和第五届中国智
慧三农大会组委会“年度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2项大奖；今年3月，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授予监利市“2020 年度中国小龙虾产
业十强县市”称号。

去年，监利市积极落实“抗疫重振、抗灾重
建”措施，保障小龙虾绿色农产品通行，推动小
龙虾养殖和销售快速走入正轨。监利小龙虾
年产量达到 15.4 万吨，连续九年蝉联全国第
一，小龙虾第一产业产值50亿元；小龙虾加工
产值达到30亿元，小龙虾流通、餐饮业等服务

业产值突破200亿元；小龙虾全产业链综合产
值达到280亿元。小龙虾质量安全抽检综合
合格率达到99.5%。

近几年，监利同时加快大米的品牌建设，
19家监利大米加工企业申报绿色食品产品证
书 55 个，先后获得第 18 届绿博会金奖、第 20
届绿博会金奖、2020（第十四届）中国品牌节年
会金谱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
发团队在监利开辟了双水双绿科研示范基地。

监利“水稻”“水产”两个农业品牌，极大地
提升了监利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话语权，
成为了监利人民对外推介家乡美、家乡富的的
金质名片。

本报讯（记者刘帆）5 月 11 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聂良平到福田、汴河、
棋盘等地调研四湖流域及洪湖防汛
备汛、农村安全饮水、洪湖退垸还湖
和退捕禁捕工作，同时开展河湖长巡
湖工作。

聂良平一行先后到福田寺防洪
闸、桐梓湖排水闸等地检查备汛工作。

聂良平要求，水利部门要加快推
进全市水利补短板工程和整险加固工
程，做好市防办及各流域指挥部、涵闸
泵站的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市防办
要统一调度，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市防
办和应急管理部门还要对各地防汛备
汛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巡查督办，确保
万无一失。

在汴河镇剅口中心水厂，聂良平
向负责人详细了解水厂运行、维护管
理、水质等情况。

聂良平强调，汴河镇要进一步提
升运行维护管理水平，保证水厂的规
范安全运行；要强化服务意识，压实工
作责任，基层水管员要加强日常巡查，
确保安全优质供水；水利部门要加快
推进水源置换工程，让广大群众早日
喝上长江水。

当天，聂良平一行还沿洪湖围堤
到汴河镇王小垸村、棋盘乡张家湖等
地，详细了解洪湖退垸还湖和退捕禁
捕工作开展情况，并开展河湖长巡湖
工作。

聂良平强调，各责任乡镇要态度
坚决，做好各项协调和保障工作，为施
工单位提供作业面，确保按时间节点
推进洪湖退垸还湖工作，同步做好渔
民上岸后的安置工作；还要做好退垸
后的垃圾清理，保护好洪湖水生态环
境；施工单位要抢抓工期，上足人员和
机械设备，加快工程进度。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廖有洲参加
活动。

近年来，小龙虾市场持续火爆，全国小龙
虾养殖规模呈井喷式增长，产销需求基本饱
和。去年6月，小龙虾市场迎来拐点。监利是
全国小龙虾第一市，产量连续9年全国第一。
受养虾潮、疫情等因素影响，监利小龙虾产业
经历近两年阵痛期后，在质量、渠道、消费等方
面补齐短板，转型升级。

从“量大”围城中走出来
监利虾稻田星罗棋布。5 月 13 日上午，

汴河镇匡老村星兴湖水产养殖合作社基地，
徐幼堂正通过在线监测系统查看小龙虾生长
情况。水温逐步升高，虾田底部有害物质大
量释放，有害细菌等微生物活动增加。数据
显示水草中溶氧量偏低，需及时换水补氧，改
底补钙。

“晴天中午注新鲜水，雨天早晚注新鲜水，
以增加虾田溶氧量。改底、解毒、肥水、补钙，
一项都不能落下。”徐幼堂说，自己养了20多
年虾，以前全凭经验，如今更讲科学。

得益于监利市农业农村局支持重点打造
的虾稻共作核心示范区，徐幼堂虾稻田成品虾
亩产200公斤，综合收益超过5000元。

去年，成品虾和库虾价格两极分化严重，
库虾价格持续走低还卖不动，个大质优的成品
虾价格却不降反升。越来越多的虾农开始意
识到，大面积养虾不如养大虾。

“近两年，小龙虾产业进入调整期。”监利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诗模说，此前市场供不

应求，对量的需求最为迫切。一旦市场饱和
后，优胜劣汰效应明显。未来，想从小龙虾产
业中分一杯羹，监利还需从“量大”的围城中走
出来，向“质优”迈进。

去年，监利积极探索虾稻产业升级模式。
“借脑”华中农业大学双水双绿研究院，在新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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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汴河镇建立
2000 亩虾稻共作核心示范区，从技术源头和
规范养殖标准上下功夫，全面提升监利小龙虾
品质。

随订秒发销往450个城市
进入5月，每天从凌晨4时到下午3时，位

于监利朱河镇的“中国虾仓”——监利小龙虾
交易中心门前来往车辆川流不息，颇为壮观。

“凌晨4时到上午10时是商贩来卖虾，上
午10到下午3时是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中间
无缝对接。”中心负责人朱利飞说，一天往来大
小车辆超过8000辆。

分拣完后，工人将小龙虾用泡沫盒子打
包，里面放上碎冰。打包盒上，贴上产品封箱
单，标注小龙虾类别和可追溯编码。根据这些
编码，可查到小龙虾原产地以及车间操作工人
具体信息。

与朱河镇相距 850 公里的广州黄沙水产
品交易市场，货物发出9个半小时后就能收到
第一批小龙虾。

“现在小龙虾价格每小时一变，市场敏感
度对物流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对时间也要做到
更精准。”朱利飞说，销往外地小龙虾都是客户
提前预定的，必须争分夺秒。

此前，监利龙虾交易市场多是“路边摊”，
规模小、分布散，市场资源较为封闭，物流运输
成本较高，市场中话语权不够，极大阻碍监利
小龙虾走向全国。

在创办“中国虾仓”之初，朱利飞和团队
前往全国各地大型农贸市场对接，建立落地
配送网点。目前该交易中心已与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武汉、南京、成都、重庆等全国450
多个城市小龙虾交易市场建立长期稳定合作
关系。

今年，监利小龙虾交易中心还推出“滚动
发货”服务，随订秒发，以巩固监利小龙虾在广
州黄沙、武汉白沙洲等大型农贸市场的“江湖”
地位。

5 月正是小龙虾交易旺季，每天从中国
虾仓发往全国的小龙虾达 400 多吨，航空运
输路线也正在洽谈中。5 月底，顺丰、京东
等顶尖物流公司也将进驻“中国虾仓”。届
时，远在乌鲁木齐、三亚的人也能吃上监利
小龙虾。

离嘴越近利润越高
5 月 12 日 12 时，监利壹号虾铺餐厅已座

无虚席。壹号虾铺董事长邹艳梅说，3月上旬
以来，小龙虾餐饮逐渐升温。“五一”小长假午

餐都能满座，晚餐更是要排长队等待翻桌，日
营业额近10万元。

壹号虾铺是监利本土连锁餐饮品牌，从养
殖到销售全产业链。线下在武汉、监利等地有
餐厅，线上有网店，全面进军餐饮。

去年监利小龙虾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
280亿元，其中养殖业产值达50亿元，加工产
值达30亿元，流通、渔需物资、餐饮业等服务
业产值突破200亿元。但总体产值仍与潜江、
江苏盱眙等地相差甚远。

“究其原因，离餐桌远了。”邹艳梅说，监利
虽然产量第一，但此前餐饮品牌一直空缺。餐
饮品牌主要集中在武汉、潜江等地，食品领域
有句话，“离嘴越近利润越高。”

为补齐餐饮和深加工短板，桐梓湖、满堂
红、广利隆、春燕渔业、远博水产等企业联合成
立监利虾稻产业联合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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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该市小龙虾加工企业11家，加
工量约10万吨。

在监利满堂红食品有限公司，近2万平方
米的无菌生产车间功能齐全，不仅有高低温冷
库、液氮锁鲜速冻间，还配有高温121摄氏度
自动杀菌设备。自动化控制一流的四条油爆
冷卤生产线，年产调味小龙虾6000吨，调味虾
尾1000 吨。公司订单一直饱和，现已成为北
京信良记、深圳堕落虾，长沙文和友以及碧桂
园、良品铺子等10多家头部食品公司的深度
合作伙伴。

产量连续九年全国第一后谋求转型
——监利倾力打造小龙虾餐饮品牌

□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通讯员 宋从峰 胡雪飞

小龙虾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280亿元

监利龙虾产业由大向强
□ 记者 程正华

央视《喜上加喜》走进监利

本报讯（记者李超）5月20日，第四届湖
北·监利小龙虾节暨监利大米展销会在江城
南路龙腾广场举行。开幕式由央视《喜上加
喜》栏目参与策划，并录制专题节目，全方位
展示监利乡村振兴的优秀成果。

市委副书记、市长聂良平为活动致开幕
辞。他说，监利是湖北省最年轻的县级市，
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近年来，监利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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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产业成功入选

全国“2020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名单,
“监利大米”顺利斩获第十四届中国品牌节
年会金谱奖，冷链物流、农村电商等新产业、
新业态加速壮大。举办此次节会，就是为了
叫响“监利龙虾”“监利大米”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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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一如既往
地关注监利、关心监利，在尽享监利美食美
味、领略监利独特文化的同时，指点监利虾
稻产业精进之策。

据了解，本次节会以“监利龙虾红遍天
下 监利大米香飘万家”为主题，在沿袭前三
届“买吃龙虾去哪里，量大质优在监利”口号
的基础上，又打出“湖田虾稻乡 好水出好
虾”“监利献美食 虾稻甲天下”的宣传口
号。同时节会还将举办“监利龙虾”“监利大
米”品牌营运和电商推广活动，推进品牌规
划建设，促进两大区域公用品牌热销；发布
监利龙虾质量技术规范，实现标准化生产管
理“零突破”，让广大养殖者理清发展思路、
明确市场行情，确保效益；开展虾稻节抖音
视频大赛，全网同步直播，调动社会各界关
注监利虾稻产业优势，形成地方共识，为品
牌口碑加持。

湖田虾稻乡，好水出好虾。据了解，近
年来，监利市实施以虾稻共作升级版为主要
内容的“双水双绿”战略。2020年，小龙虾养
殖面积达148万亩，年产量15.4万吨，连续9
年蝉联全国第一。今年，监利市委市政府以
科技创新为抓手，优化升级小龙虾养殖模
式，目前已产出小龙虾7万吨，全年总产量预
计将突破16万吨。

中省市农业、商务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科院长江水产研
究所、华中农业大学等领导、专家学者参加
开幕式。

（相关报道见第4版）

第四届监利小龙虾节开幕

开幕式现场

本报讯（记者李超）昨日上午，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喜
上加喜》在监利江城南路龙腾广场圆满完成录制，监利5位
男女嘉宾在节目上积极互动，台下近千位市民亲眼见证了
这桩“家门口”的喜事。

据了解，本期《喜上加喜》节目以3位男嘉宾、2位女嘉
宾的相亲模式进行录制。他们来自各个行业，有电台主持
人、语文教师、乡镇公务员、辅警等，他们或多才多艺、温柔
甜美，或温文尔雅、稳重实干。5位优秀的监利青年通过才
艺展示、情景模拟等环节增进了解、拉近距离，并结合自身

经历分别讲述了在监利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故事，生动展
现了监利青年人热爱生活的昂扬风貌。

录制现场高潮迭起，台上主持人肖东坡随机应变、
妙语连珠，化身“红娘”，为男女嘉宾牵线搭桥；台下朱
之文、王杰克逊、卢鑫、张玉浩等点评嘉宾唇枪舌战，为
自己支持的男女嘉宾“助阵”，引得现场笑声连连、掌声
不断。

据了解，今日录制的《喜上加喜》节目将在中央综艺频
道的晚间黄金档播出，时长90分钟。

市政协视察
“互联网+儿童保护”工作

本报讯（记者潘传国）为推动儿童预防丢失，快速查
找以及儿童丢失伤害心理康复等中国儿童防丢防拐社会
参与机制建设，5 月 12 日，市政协联合关工委、公安、教
育、妇联等部门对找宝儿童虹膜保护云监利工作站进行
视察。市政协主席汤吉银、副主席庄小红参加活动。

汤吉银一行先后到找宝儿童虹膜保护云监利工作
站、玉沙小学录入点了解儿童虹膜信息录入情况，详细听
取工作汇报。

据了解，找宝儿童虹膜保护云是社会力量参与“互利
网+儿童安全”公益行动，运用高科技手段，借助互联网
工具，推动儿童防丢防拐、丢失查找。平台依托虹膜生物
识别技术，录入0-12周岁儿童虹膜信息，建立儿童虹膜
数据库。

汤吉银指出，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全社会应该大力
支持；工作站要保证技术力量、技术手段一流，儿童录入
的信息要保证准确无误；要积极发挥社会力量，迅速找到
离家出走和家庭走失的儿童；相关部门要相互配合，加强
监管力度，把此项工作做好。

监利33件书法作品
入展鄂苏皖书法联展
本报讯（记者夏雨）日前，“‘同饮一江水、共颂党恩

深’湖北监利、江苏太仓、安徽无为三地书法作品联
展”在江苏太仓市美术馆开幕，监利有33幅作品入展。

此次书法联展，是一个展示的平台，一个交流的平
台，更是一个联谊的平台，对于增强三地经济、社会、文化
交流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现实意义，三地书法家用丹
青翰墨书写盛世，共同描绘新时代的美好蓝图。

据了解，本次书法联展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主题，共展出监利、太仓、无为三地书法作品
100 件，其中监利有 33 件作品入展，这些作品五体兼
备、风格各异，笔力沉稳，格调高雅，充分展示了书写者
独立的审美意趣、高尚的艺术品和执着的信仰与担当，
歌颂了党的奋斗历程和发展成就，表达了爱党爱国情
感，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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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龙虾、大米品牌规划建设 发布监利龙虾质量技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