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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农村，扎根农村。”这是江苏

常熟“新农人”陶胜写在朋友圈的一句

话。这个从小在蟹塘边长大的85后，

学计算机出身，却从互联网行业转向传

统农业，在家乡专攻澳洲淡水龙虾养

殖，成功突破了虾苗人工培育和成虾养

殖难题，并带动全国千余家养殖户走上

了致富路。

职业“大转弯”
“码农”养起了澳龙

2007年大学毕业后，陶胜成为一

名程序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家乡

的眷恋之情愈发强烈。三年后，他毅然

辞职，回到常熟接手了父母的蟹塘。考

虑到传统水产养殖市场竞争激烈，在经

过调研后，陶胜决定养殖澳洲淡水龙

虾，“这种虾在华东地区鲜有养殖，一只

能长到3至5两，价格是普通

龙虾的2至3倍。”

不走寻常路的陶胜，在

澳龙养殖事业刚起步时宛如

“一张白纸”。引进的虾苗种

价格高，经过长途运输，存活

率低，市场占有率低；由于缺

乏科学养殖经验，创业初期

高价购买的2万尾虾苗，仅

收获200多只；露天养殖的

模式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因

素，虾苗成活率仅50%左右

……创业路上，陶胜遇到的困难并不

少，但他初心不改、迎难而上，不断学习

并且勇于实践。

反复总结经验后，陶胜决定将养

殖重点转向苗种本地培育繁殖，从根

源上解决苗种价格高、存活率低等问

题。他积极与相关养殖专家沟通了

解，学习澳龙的生长习性以及养殖澳

龙的水热条件，对设备进行改造升级，

打造了一个恒温恒湿的虾苗孵化养殖

基地，实现养殖基地24小时自动化控

制。经历一遍遍失败，再重拾信心开

始一次次技术创新，陶胜终于成功攻

破苗种养殖、繁育技术等难关，并申请

了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2016年，陶胜创立苏州恒洋澳龙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大规模养殖澳

洲淡水龙虾。如今，恒洋澳龙已建立6

个苗种基地，辐射四川、云南、江西、湖

北等地，成为全国重要的淡水澳龙苗种

和成品虾供应商，年销售鲜活成虾

3000余吨，销售额超亿元。

产业升级
打造农村的“诗与远方”

在陶胜看来，在发展现代农业的

过程中，“新农人”不应只局限于守着

“一亩三分地”，要通过推动产业融合

升级，让美丽农村成为城里人向往的

“诗和远方”。

乘着乡村生态旅游的“东风”，陶

胜将眼光瞄准“农业文化旅游”，借助

开发餐饮、垂钓等周边项目，升级龙虾

养殖产业，让更多人来常熟乡村品尝

澳洲龙虾。

2021年，在养殖基地的基础上，陶

胜打造了集“农文旅”于一体的产业项

目“莫凡庄园”，带领周边村民将闲置住

房进行个性化改造，建设可容纳100人

的多功能会议宴会厅、15间包厢、9间

民宿，打造集亲子活动、科普教育、龙虾

垂钓、养殖示范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农文

旅产业园区。

如今，莫凡庄园已经成了常熟著名

的“网红打卡地”。节假日期间，不少游

客纷纷前来品尝美食、休闲娱乐，也有

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到文旅产业中。

（据新华网）

整个“五一”假期，85后的吕欣没

有休息，每天在家庭农场的大棚中忙

碌。她是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一位

从事蓝莓种植的“新农人”，也是十里

八乡有名的“蓝妹妹”。

吕欣想发展的农业不是“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而是科技含

量和附加值更高的现代都市型农业。

作为辛口镇种植蓝莓的第一

人，吕欣也是在经历了数次失败后，

终于在天津的盐碱地上种出酸性土

壤中才能存活的蓝莓。走进吕欣和

丈夫冯爱喜共同经营的开心家庭农

场，一排排蓝莓栽种在盆中；特殊调

配的营养液搭配上脉冲式滴灌浇

水，实现精准灌溉和精准施肥；在手

机上就可以实时监测并调节大棚内

的温度、湿度……

目前，吕欣一共种植了 50 多亩

的蓝莓，她还开设短视频账号积极拓

展销售市场。吕欣说：“我现在每天

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蓝莓种好、卖好、

做成品牌，下一步还要吸引乡亲们一

起种，走规模化、产业化的路子。”

（李然）

种蓝莓的“新农人”

85后跨界养虾
“码农”变身“新农人”

吕欣在大棚内采摘蓝莓吕欣在大棚内采摘蓝莓。。

近日，安徽省休宁县溪口镇江潭村东坑

村民组村民吴成林天天在稻蛙养殖基地里忙

活。“瞧，这片土地都是我流转的，今年一共流

转了10余亩，用来发展稻蛙生态立体种养。”

吴成林一边围网一边说。

走近一看，10余亩养殖基地被分成多块

区域，四周挖了一圈浅浅的水沟，水沟向外连

着田埂，每块土地四周用竹筏、网纱搭起了围

墙，上方也用天网罩得严严实实。

整个养殖区域分为两大块，其中3亩为

该农场去年开发的种养基地，黑斑蛙已成熟，

腹部雪白的黑斑蛙在网内欢快地跳跃着，整

个田块“呱呱呱”的叫声此起彼伏；另外7亩

稻田是今年新开发的区域，黑斑蛙正在育苗，

黑压压的小蝌蚪在水田里畅游。

说到稻蛙共养，吴成林述说道：“我女儿

吴兰是本科毕业大学生，去年开始从上海返

乡创业，注册成立了兰兰家庭农场，和我一起

发展特色农业，去年我们搞稻蛙共养成功

了。今年在掌握种蛙培育技术的基础上，扩

大了种养规模。”

据悉，种养过程中，该农场基地整片稻田

既不打农药，也不施化肥，通过黑斑蛙吃虫、

除草达到防治水稻虫害、草害的目的，水稻产

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提高了稻田空间利用率，

提升了稻谷和水产品品质。（汪士奇 宣丽）

初夏，又到了沾化冬枣树抹芽

时节。采下的枣芽会被当地的长标

富硒二代水果种植合作社统一收购

起来，制成“冬枣芽茶”。山东省滨

州市沾化县下洼镇曹家庙村合作社

设立的枣姐就业车间内，堆满了刚

刚采下来的冬枣芽，车间的另一头

传来炒茶机器的声响，浓浓的茶香

沁人心脾。

枣芽茶的制作分为抹芽、晾晒、

杀青、揉捻、炒茶五道工序，道道精

细。“我从2019年开始做枣芽茶，起

初家里人和村里不支持，他们认为

不该费时费力去干这个不不靠谱的

买卖。”合作社负责人魏学凤说。早

在2003年，沾化就有村民开始炒枣

芽茶，但由于技术不成熟，采摘下来

的枣芽需要运到外地进行制作。长

途运输不仅让枣芽失去了营养价

值，也增加了制茶成本。2019年，枣

芽茶实现了在本地加工，推向市场

后深受消费者欢迎。“经过这几年发

展，枣芽茶功效渐渐为更多人所知，

合作社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们的炒

茶技师是专门从福建请来的。”回想起创业历

程，魏学凤感慨颇多。

据悉，长标富硒二代水果种植合作社生

产的枣芽茶，价格在150-300元/斤不等。

冬枣树浑身是宝。除了生产枣芽茶外，沾

化还研发出枣木雕刻、冬枣酒、冬枣盆景等深

加工产品，从“单一卖枣”到“全身变宝”，真正

将一棵冬枣树变成“摇钱树”。（贾海宁 周文）

“蚯蚓怕光，一见光就往地下钻，这

一把得有一两百条。”5月9日，河南省

延津县榆林乡大韩庄新乡龙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蚯蚓养殖基地大棚里，一

排排光伏板下的蚯蚓“养殖床”整齐排

列，基地负责人范凯来到一张“养殖床”

前随手抓了一把。

据悉，该基地目前养殖了10余亩

“太平二号”品种蚯蚓，该品种繁殖快，

一年可采收7-10次，主要销往江苏、

山东等地。“别看蚯蚓个头小，浑身都是

宝。”范凯表示，一般人都知道蚯蚓具有

改良土壤、提高肥力，促进农业增产的

作用，其实蚯蚓可用于饲料、药品、保健

品、化妆品、食品等不同领域，蚯蚓粪也

能作为有机肥出售，用途广泛。

“土壤环境干燥、透气性好，适合

发展蚯蚓规模化养殖。我们租了8个

大棚，还把边上无人耕种的几亩沙荒

地盘了下来，接下来就要大干一场。”

范凯表示，大韩庄村光伏板下闲置许

久的沙地，不仅满足养殖蚯蚓的所有

条件，还节约了不少成本，且提高了土

地利用率。

目前，蚯蚓养殖技术较为成熟，产

量相对稳定，每亩地利润可达2万元左

右，养殖前景可观。同时，蚯蚓采收需

要大量人工，每到采收时期，能为附近

村民提供多个就近就业岗位，带动周边

村民就业。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养殖蚯蚓能赚钱养殖蚯蚓能赚钱 一亩利润两万元一亩利润两万元

““稻稻++蛙蛙””
提高种养收益提高种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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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胜在查看澳洲淡水龙虾生长情况

工人正在整理挑拣刚刚采摘的冬枣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