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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时间差
抢占早虾市场

“收网喽！”2月25日清晨，琼海市博鳌

镇莫村稻虾农业公园正式开园。几名产业

工人进入水田，集中捕捞今春第一批小龙

虾。这批小龙虾打包好后，搭上冷链专车被

运往机场，销往重庆。

“虾身红亮、干干净净、个头很大！”琼海

市江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秦红明

对这批小龙虾很满意，赞不绝口。

海南小龙虾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主要

原因是抓住了上市时间差。从全国来看，湖

北、江苏等小龙虾主产区养殖的小龙虾主要

在每年的4月到10月集中上市，而海南的反

季节稻虾产能恰好可以弥补全国11月到3

月的产能空白区，具有非常大的市场潜能优

势。特别是在春节前后至3月，错峰上市的

早虾是市场上的稀缺货，单只重量在50克

以上的虾出货价高达60元/斤，30克的虾也

能卖到35元/斤，经济效益可观。

海南小龙虾为何能在冬春季节成功实

现抢跑？“海南属于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冬

无严寒，年平均气温高，光、热、水资源丰富，

冬春季节小龙虾能正常进食，正常生长。所

以海南小龙虾能错峰上市，抢占市场。”秦红

明给出了答案。

除了天时地利，技术支撑更为海南小龙

虾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坚强保障。近年来，海

南省已成立10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虾产业技术体系名列其中。海南省虾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定期到全

省各稻虾综合种养基地开展技术推广和技

术支撑，通过持续开展科技助农行动，把好

的科技成果送到企业、养殖户手中，提高海

南小龙虾的科技含金量。

以 破局
住机遇
海南小龙虾风风火火闯市场

好 虾 知 时
节 ，当 春 乃 上
市。连日来，海
南省反季节稻田
养殖小龙虾进入
捕捞期，抢“鲜”
上市，率先拉开
国内鲜活小龙虾
上市的序幕，填
补小龙虾市场空
窗期。

凭借优异的
气候条件和生态
养殖模式，海南
小龙虾虾体干
净、壳薄肉厚、上
市早，成功闯入
全国早虾市场。
目前，海口、琼海
等多家稻虾养殖
基地同步开捕收
虾，通过空运直
销上海、重庆、江
苏、安徽等地，深
受欢迎。

南国都市报
见习记者 路静
实习生李英权

多元化模式
加快产业发展

“按照30克以上小龙虾40元/斤测算，

亩均收益能实现8000元。再加上水稻的收

益，一亩地的总收益有望突破一万元。”符文

程说，比起过去仅种植早晚稻的单一生产模

式来，“稻虾轮作”生产模式能大幅提升农田

的经济效益，实现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

长期为虾养殖户提供技术支持的海南

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副研究员、海南省虾产

业技术体系淡水虾种质资源与品种改良岗

专家佟延南认为，通过自主繁育虾苗，可以

有效提高虾苗的环境适应性和存活率，从而

降低养殖成本。

虽然海南小龙虾养殖产业目前还处于

起步阶段，但随着养殖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提

升，该产业正向着多元化模式转变。

秦红明将稻虾综合种养基地起名为“莫

村稻虾农业公园”，就是提前瞄准了小龙虾

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赛道。“下一步，

我们将积极探索种养+垂钓、种养+观光、种

养+餐饮等形式，以稻虾产业为核心，打造集

旅游休闲、稻虾餐饮、垂钓观光于一体的特

色农旅基地，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发展的致富

新路。”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人林烈琅则看到

了自主繁育虾苗的商机。他把塘口分为育

苗塘和精养大虾塘，既销售商品虾，也向养

殖户销售本土虾苗，实现分批、多批出虾，有

效避免小龙虾集中上市带来的人工压力和

效益损失。“公司目前的育苗塘面积为120

亩，可以满足1000亩养殖塘的投苗养殖需

求。随着海南小龙虾养殖面积的不断扩大，

我们将扩大育苗规模，让海南的虾养殖户们

都能用上本地虾苗，降低养殖成本。”

近年来，海南省积极推动水产养殖产业

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等生态循

环农业。2024年，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组织召开全省稻

虾综合种养现场推进会，联合印发《关于推

动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明确发展思路及产业定位，规范相关种

养标准，进一步突出“以渔养稻、稳粮增效”

的基本要求，为海南省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海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底，全省稻渔综合种养推广面

积4700亩，较2023年增加3600亩，翻了两

番。今年，在确保稳粮促产，一田双收的基

础上，海南将力促稻虾综合种养推广面积突

破1万亩。

综合种养
稻香虾肥双赢

4 月至 8月种植水稻，确保亩产水稻

600斤到800斤；9月到10月投放小龙虾种

苗，12月至来年3月持续出虾，平均每亩出

产小龙虾200至300斤，活捕直供省内外市

场；4月开始种植新一轮水稻……这是海南

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模式之一——“稻虾

轮作”的时间节点。

“田还是那块田，调整种植方式后，产出

却大不相同。”琼海市博鳌镇人大主席符文

程介绍。2023年5月，琼海市博鳌镇莫村农

业农民互助合作社整合各村小组的耕地，采

取“统一生产管理、统一对外合作、统一收获

分配”的方式，让小田变大田、碎田变整田，

入社农田868亩。通过招商引资，两家稻虾

生态农业企业租赁莫村耕地500余亩，建成

“稻虾轮作”综合种养基地，这也是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成果。

“既产生态米，又出生态虾，还盘活了撂

荒耕地，真是一举多得。”琼海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王华涛说，反季节稻田养殖的小龙虾同

时拉高了虾田稻的价格。养殖小龙虾后的

稻田墒情得到有效改善，能促进水稻生长。

小龙虾以稻田里的浮游生物、害虫、杂草等

为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小龙虾蜕去的壳

和产生的粪便也成为促进水稻生长的有机

生物肥，让虾田稻成为“生态稻”，价格高些

也有消费者愿意购买。

记者了解到，稻渔综合种养基地是海南

提高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的创新具体措施之

一。去年，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稻渔综合

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促

进稻渔综合种养产业规范发展，进一步强化

耕地资源保护。

稻因虾而香，虾因稻而肥。虾和稻这对

黄金搭档互相成全，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

破解了农民种粮不增收的难题，实现“一水

两用、一田双收、粮虾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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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小龙虾壳薄
肉嫩、红亮干净、活力
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