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值小龙虾销售旺季， 走进位于

江汉平原腹地的湖北潜江“中国虾谷”

小龙虾交易中心，各个档口热闹繁忙：

“虾哥虾嫂”们伫立在档口操作台前快

速分拣， 伴随着胶带撕开的声音把一

箱箱小龙虾打包搬运， 运输叉车来回

往返运货……据统计， 去年一年这里

的小龙虾交易量达到 23.7 万吨，交易

额超 110 亿元。

中国水产学会发布的《中国小龙

虾产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近年

来，我国小龙虾产业蓬勃发展，已成为

我国渔业产业链最完整、 综合产值最

高的产业之一。 而其中，湖北省不仅位

列 2023 年全国小龙虾养殖产量第一，

更将“潜江龙虾”提升为省级区域公用

品牌。 湖北省坚持完善品牌共建共享

机制， 推进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协同

发展， 以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项目

为抓手，持续发力，发展“健康养殖 -

现代加工 - 高效流通 - 连锁餐饮 -

文化旅游”全链条的小龙虾产业集群。

近日，记者来到由潜网集团运作、

全国最大的小龙虾交易中心， 近距离

感受这里如何实现一天 2000 吨交易

量、14 小时内将小龙虾送往全国 600

多个城市 、 并将一二三产业融为一

体的。

园区诞生新兴职业

“我们把每一筐小龙虾按照不同

的规格大小，放进不同的筐里，并把其

中的鱼、螺以及死虾拣出来。 ”小龙虾

分拣员聂莉莉带领记者入门“虾嫂”的

工作，她在这里做分拣员 5 年了，每个

小时的小龙虾分拣量可以达到两三百

斤。 在日复一日、熟能生巧中，聂莉莉

现在仅凭眼睛就能识别出小青、中青、

大青、炮头等不同规格。

“因为家在附近， 每天上班花 10

分钟左右就到了， 货少的时候工作从

早上 6 点半到 10 点半，货多一点要到

12 点半、下午 1 点半。 ”祁冬娣是一名

年轻“虾嫂”，谈到为什么要选择这份

职业， 她笑意满满地说，“有了两个孩

子后，做‘虾嫂’可以就近照顾他们，时

间比较灵活，报酬也不错。 ”

“虾嫂”分拣好小龙虾后 ，接力棒

就传到“虾哥”手中。“虾哥”给小龙虾

打包， 有一套顺手的流程———先在标

准的泡沫箱中间放上冰柱， 盖上编织

袋，在冰柱周围铺满小龙虾，再盖上另

一半编织袋， 撒上碎冰， 用盖子封箱

后，用水性笔标记该件信息，随后搬运

到运输叉车或三轮车上。

“我们主要负责打包装车，运输叉

车一次能装 18 个‘标准件’。 ”“虾哥”

杨威边忙着打包边说。“虾哥”的工作

还包括搬运，一个小龙虾“标准件”的

虾子重量是 50 斤 ，加上冰块 ，整体重

量 有 70 斤 ， 这 是 一 份 很 费 体 力 的

工 作。

养殖、分拣、打包、运输……一只

只小龙虾被送到餐桌， 需要很多人的

参与，在园区，诞生了一批围绕小龙虾

交易的新职业。“小龙虾收获高峰期，

在这里直接就业的各类工种就有接近

2 万人，潜江小龙虾产业新兴职业从业

人数超过 22 万人。 ”潜网集团办公室

主任郭颂说。

不止“虾哥虾嫂”，还有水产经纪

人、小龙虾网络推荐官、美食达人、小

龙虾动漫设计师……在百万人口的潜

江，每 5 人中就有 1 人从事相关产业，

小龙虾加一个“园”，造就了一批新职

业，也为从业人员创造了新生活。

做强物流供应全国

打包好的“标准件”小龙虾被小型

运输叉车运往不远处的虾谷快运物流

中心，经开票中心开票缴费后，分发到

对应线路集中发货。而这个“标准件”，

是物流提速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以往， 不同商户采用不同体积

的泡沫箱，导致每个包裹大小不一、配

载率不高。 潜网集团办公室副主任彭

阳说，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后，与湖北省

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合作制定出可容

纳净重 50 斤小龙虾的包裹“标准件”。

此外，小龙虾分拣打包标准、小龙虾冷

链 物 流 服 务 标 准 等 也 在 陆 续 制

定 执 行。

在“中国虾谷”，小龙虾的运输成

本更低 、 效率更高， 每斤运费只要

0.7～1.2 元。 这也得益于交易中心建

设的自有冷链仓储中心、 物流配送中

心。 从这里发出去的小龙虾，最快的只

要 4 小时就能送到买家手中。“重庆、

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都有订单，

本地武汉也有，新疆可以空运，昨天还

有客户过来询问能不能把小龙虾送去

香港。 ”彭阳说。

这还不够 ， 对于食鲜的老饕而

言，运输时间直接影响着小龙虾的口

味和品质。 为了推进小龙虾产业集约

化、标准化、规模化、精细化、市场化、

品牌化发展，今年，潜网集团与潜江

市国资委控股公司共同成立了潜江

小龙虾供应链集团，着力打造“虾谷

生鲜 ”品牌 ，计划在全国铺设冷链前

置仓，让小龙虾在距离用户 5 公里范

围之内小时达。

小龙虾供应链集团副总经理 、直

播平台负责人何涛介绍：“目前， 生鲜

小时达主要售卖 3～10 斤装的潜江鲜

活小龙虾， 上半年在深圳搭建了生鲜

直营总仓和 120 个加盟配送点， 上线

第一天深圳电商直播间仅 5 小时就销

售 1 万多斤。 下半年将在北京、武汉、

天津、 山西等地开通虾谷生鲜加盟连

锁店， 引入熟食和来自潜江的其他农

特产品。

农旅融合接续发力

“在虾谷总部园区，除了小龙虾交

易分拣市场、自由贸易区、虾谷快运平

台等区域外， 今年还新建成了两个交

易分拣市场和中间的观测塔， 农旅赏

玩综合体验区也正在建设中。 ”刘贵军

介绍。

“以后，周边的市民可以在这里租

虾塘，在产虾季来钓虾，平时的养护我

们都可以托管。 就像共享菜园模式，我

们准备拿出 200～300 亩地试验首创共

享虾田，让大家认领承包，打开手机就

能看到虾子的生长情况， 增强用户参

与感， 等虾子成熟收获之后还能放心

享用。”刘贵军说。除此之外，他们规划

了 1850 亩地， 正有序推进采摘园、莲

藕荷花池、钓虾捕虾、虾稻示范田等农

旅基地建设，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建

成后能同时容纳 2 万～3 万人来旅游。

以互联网电商思路搭建的“虾谷

360”平台更为全国各地的供应商和采

购商提供了集水产品批发零售、 信息

发布、业务培训、网络技术服务、科技

创新于一体的小龙虾产业融合发展线

上平台。 如今， 通过在全国建立的 30

个价格收集站，“虾谷 360”每天发布小

龙虾批发价格， 通过对小龙虾产业大

数据汇总分析， 与湖北省发改委价格

体系数据进行同步， 为全国小龙虾产

销双方提供了价格参考。

从产地和市场进一步打通， 到消

费者能够直接进驻产地认养鲜活的小

龙虾，潜江正通过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以产业链的延伸、补齐、强化，给这一

产值 750 亿元的产业建立更牢固的基

础， 让潜江小龙虾被更多人看到、吃

到、体验到。 这座“中国虾谷”的未来，

值得持续期待。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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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权实地调研产业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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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山西省太原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娄烦县委书记李文权下基层

实地调研产业项目建设情况，并现场办

公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在米峪镇乡无为创新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 李文权一行实地查看生产车

间，详细了解产业园项目建设、日常管

理、市场形势、用地保障、配套设施、

技术支持等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

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建设， 锚定产业

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目标， 聚焦市

场需求、 挖掘特色优势， 强化科技支

撑、注重品牌建设，健全工作机制、畅

通信息渠道， 不断提高农业产业标准

化、规模化、科技化水平，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

有力支撑。

在杜交曲镇火麻加工基地， 李文

权一行结合平面图听取产业发展定

位、技术工艺等介绍，实地察看生产车

间及火麻加工产品展示。他强调，产业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要因地

制宜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深挖市场潜

力、打造特色品牌，系统整合资源、优

化生产架构，加强科技成果转化，适度

扩大种植规模，着力打造“产、加、销”

一体化产业链条， 进一步壮大村集体

经济，加强产业联农带农作用，实现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要深化农

文旅融合， 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特色

优势，因地制宜、因势造景，加快推进

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进一步带动

农村面貌提升、农业产业提档、农民收

入提高。 刘成军 李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