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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引领，打造产业发展
“强磁场”

江苏省金湖县吕良镇三园村稻虾共生基

地，一声“开捕”的指令打破了宁静。农民们

满心欢喜地挽起裤脚，踏入水中，双手熟练地

捕捞着鲜活的龙虾。网兜里的龙虾活蹦乱

跳，溅起的水花如银珠四散，闪耀在阳光下。

绿色的稻田与红彤彤的龙虾交相辉映，勾勒

出一幅如诗如画的丰收美景。养殖户们爽朗

的笑声与稻田里轻柔的风声、水渠中潺潺的

流水声交织在一起，成为这幅画卷中最动人

心弦的乐章。这一切，正是淮安市发挥政策

引领作用，构建龙虾产业发展“强磁场”的生

动写照。

“又是一年龙虾丰收季！”三园村党支部

书记王大发满面笑容地说道。时家集村作为

全县较早尝试稻虾共生模式的村落，曾经因

地势低洼，每年仅能种植一季水稻，收入微

薄。“后来，我们村响应政府号召，大胆尝试稻

虾共生养殖，如今全村稻虾共生的面积已超

过 5000 多亩，每亩平均产值约达 5500 元。”王

大发兴致勃勃地介绍着。

为全力推动小龙虾产业蓬勃发展，淮安

市多措并举，成效显著。

强化高位推动，为小龙虾产业发展指明

方向。市委主要领导亲自过问，精心拟定产

业发展实施方案，市委分管领导一线主抓，成

立领导小组。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细化市直

17 个部门和相关县区的工作责任，明确工作

标准与完成期限。将小龙虾产业高质量发展

任务作为乡村振兴综合考核的重要指标，这

一举措有力地确保了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和产

业发展工作的落实落细、有序推进。

强化组织保障，为小龙虾产业发展筑牢

基石。一方面创新工作机制，实行“专班化运

作、清单化管理、定期化调度”。坚持专班每

周过堂、进展每月通报，确保工作压茬推进。

另一方面完善要素保障，健全财政资金、土地

资源、水电资源等综合要素投入机制，配合中

央财政小龙虾产业集群项目建设，整合省市

两级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加大重点环节和短

板弱项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其中整合省级

资金 850 万元、投入市级资金 2451 万元，为产

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强化系统谋划，为小龙虾产业发展绘制

蓝图。围绕小龙虾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从市

级层面统一布局、整体规划，各相关县区优势

互补、差异化发展。2018 年以来先后在全市

范围推动百万亩稻虾综合种养行动和全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实现小龙虾产业跨越式

发展。短短 6 年间，全市小龙虾养殖面积从

35 万亩扩大至 150 万亩、产量从不到 6 万吨

增长至 17.3 万吨、产值更是从 82 亿元飞跃至

286 亿元，面积与产量占据全省的半壁江山，

有力促进了粮食和水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

农民增收致富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 科技支撑，点燃产业升级
“新引擎”

盱眙大美清水龙虾养殖场，当微风轻轻

拂过澄澈的水面，波光粼粼间，一群小龙虾正

欢快地舞动身姿，它们头小如玛瑙般玲珑可

爱，尾大似绚丽的绸扇飘逸洒脱，尽显曼妙之

姿。时而，它们似灵动的音符，穿梭于水草之

间，充满活力；时而又如优雅的舞者，尽情舒

展身姿，摇曳生情。这水中的珍宝，正是江苏

省小龙虾产业研究中心精心培育的新品种

——“盱眙红 1 号”，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淮安

的龙虾产业绘就了一幅绚丽璀璨的画卷。

科技，作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在小龙

虾养殖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过去，‘繁养一体’的养殖模式导致小龙

虾近亲繁殖问题严重，品质逐年下滑，养殖收

益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突破这一瓶颈，江苏

省市县三级携手并进，在盱眙县成立了小龙

虾产业研究中心，致力于科技创新和‘芯片’

种业发展。”市政协委员、盱眙大美清水龙虾

养殖场总经理卞勇介绍道。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科研攻关，小龙虾新

品种“盱眙红 1 号”成功选育出来，相关成果

已通过农业农村部现场审查，有望成为全国

首个小龙虾新品种。这一新品种头小、尾大、

肉多，生长速度快，抗病性强，展现出了显著

的优势。中试数据表明，与普通品种相比，其

生长速度提高了 16%，平均收获体重增加了

18.62%，亩产更是提升了 18.8%，为小龙虾产

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淮安不仅注重科技创新和龙虾种业发

展，还聚焦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动产业全面

升级。全市成功建成了 6 个稻虾千亩连片标

准化核心基地，辐射建设了 10 万亩高标准示

范推广区，精心打造出了环境优美、特色鲜

明、技术领先、产品优质的智慧渔业样板。

同时，淮安还注重技术人才的帮促作

用。市县两级的水产技术推广人员深入田间

地 头 ， 在 20 个 镇 街 设 立 了 稻 虾 种 养 示 范

点，为农民提供公益技术指导服务。他们走

进塘口、踏入田头，去年内开展公益技术指

导服务多达 704 次，组织现场教学培训 98

场，惠及农民 9000 余人。此外，还遴选了

20 家 “ 小 龙 虾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市 级 示 范

户”，编写了 《淮安市小龙虾养殖典型案例

汇编》，并围绕示范户开展了一系列宣讲交

流活动，充分发挥了“土专家”在产业发展

中的带头引领作用。

在科技支撑下，淮安小龙虾产业焕发出

勃勃生机，养殖效益稳步提升。2023 年小龙

虾养殖效益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全市综合赢

利种养户占比达到 80%左右，亩均效益超过

2000 元，充分展现了科技支撑和示范引领的

强大力量。

▶▶▶ 融合发展，开拓龙虾产业
增值“新路径”

6 月的盱眙，骄阳似火，却难掩人们的热

情。当 800 名身着龙虾主题服装、头饰的志

愿者走上街头，整条街道都焕发出独特的魅

力。舞龙舞狮的队伍在骄阳下舞动，为第二

十四届盱眙龙虾节拉开序幕。这一刻，盱眙

仿佛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吸引着四面八方

的宾朋，共同品味这龙虾的盛宴。

盱眙龙虾节，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产

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市政协委员、盱眙

县政协主席高辉介绍道：“近年来，盱眙坚持

以市场化为导向，将龙虾节打造成招商兴业

的重要平台。在节日期间，成功签约了 31 个项

目，总投资高达 249.12 亿元。盱眙龙虾的品牌

价值也逐年攀升，连续 9 年位列全国地理标志

产品区域品牌水产类榜首。”

一虾先行，诸业并进。淮安龙虾产业正如

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融合发展成为推动其奔

涌向前的力量。在这条河流上，“小龙虾+加

工”成了重要的分支。在盱眙龙虾产业集团现

代化的加工厂内，机器轰鸣，工人们忙碌而有

序。新鲜的小龙虾经过精心挑选、清洗，被加工

成各种美味的龙虾制品，如龙虾罐头、龙虾酱、

冷冻龙虾等。这些产品不仅保留了龙虾的鲜美

口感，还延长了保质期，让淮安龙虾的美味能够

跨越时空，走向更远的市场。目前，淮安市在盱

眙县布局万吨级小龙虾加工企业 2 家、5000 吨

级 5 家，辐射周边市县小龙虾产区；在金湖县、

洪泽区、淮安区各布局 1 家 3000 吨级小龙虾加

工企业，吸纳带动本地小龙虾养殖业发展。通

过加工环节的拓展，龙虾的产业链得到了延长，

附加值大幅提升，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力。

与此同时，“小龙虾+旅游”也成了淮安的

一大特色。游客们可以亲临美丽的龙虾养殖基

地，感受龙虾的生态环境；参与龙虾捕捞活动，

体验丰收的喜悦；在乡村旅游景点品尝地道的

龙虾美食；入住以龙虾为主题的特色民宿；还能

参 加 龙 虾 烹 饪 课 程 ，学 习 制 作 龙 虾 的 独 特 秘

方。此外，淮安还在盱眙推出了龙虾文化博物

馆之旅，让游客们在游览中深入了解龙虾的历

史、文化和产业发展历程。

在互联网的浪潮下，“小龙虾+电商”也成

了淮安龙虾产业的新宠。通过与电商平台的战

略 合 作 ，淮 安 龙 虾 系 列 产 品 迅 速 走 红 网 络 。

2023 年，全市龙虾系列产品网络销售总额高达

4.43 亿元。同时，电商大数据还为龙虾的生产

和销售提供了精准的市场信息，使得产业能够

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我们将大力发挥龙虾特色产业的引领带

动作用，加快构建全方位、现代化的龙虾产业体

系，不断增强龙虾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

为全市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奏响产

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幸福乐章。”淮安市委书记

史志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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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淮大地的璀璨画卷中，淮安宛如熠熠生辉的明珠。如

今，这片土地上涌起别样的“红色浪潮”——小龙虾产业。它以

蓬勃之姿，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香辣”动力，实现品牌价值全

国领先，标准制定最多最全，种苗“芯片”创新突破。

盱眙龙虾产业集团马坝镇旧街虾稻共生基地盱眙龙虾产业集团马坝镇旧街虾稻共生基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却又像一匹桀骜不驯的

野马，屡屡在中华大地上肆虐，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一次

次的灾难。改道过后留下来的黄河故道，似乎成了历

史伤痛的纪念碑。黄河故道土壤质地松散，土地瘠薄，

植被覆盖率低，风沙大，水土流失严重，恶劣的生态环

境问题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夏津县隶属山东省德州市，因“齐晋会盟之要津”

而得名，地处鲁西北平原、德州市西南部、鲁冀两省交

界处。历史上黄河多次流经夏津，又多次改道，每次迁

徙后都留有故道遗迹。其中对当地影响最大的故道有

两条：一是东周黄河故道，即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

年）黄河在河南滑县决口后流经夏津，行水 613 年后河

流再次改徙他地而留下的一条黄河故道；二是宋时黄

河故道，即宋庆历八年（公元 1048 年），黄河在澶州（今

濮阳县）决口后流经夏津，行水 146 年后留下的一条黄

河故道。两次黄河改道留下了一片 30 万亩连绵起伏

的沙丘地，也使夏津有“无风三尺土，有风沙满天，关门

盖着锅，土饭一起咽”的民谣。

桑是地球上一种古老的植物，早在白垩纪（距今

135-70 百万年）时，就已有桑科存在。据文献记载和

文物考证，我们的祖先早在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已开始栽桑养蚕。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的桑蚕

业相当发达，《蚕桑萃编》中甚至有“鲁桑为桑之始”的

表述，说明山东鲁桑品种在桑树演化中的重要作用。

桑树生命力极其旺盛，即使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

地区也能生长，又具有抗低温、耐高温、耐盐碱的特点，

发达的根系使其具有强大的防风固沙、水土保持功能，

因此而成为风沙治理中的首选树种之一。不仅如此，

桑树寿命长，经千年仍能结果，进入产果期后年年都是

盛果期，这成为灾荒年代人们解决粮食短缺的“铁杆庄

稼”。不仅是桑果的食用，还有桑叶、根、皮和桑黄等的

饮用和药用价值，“桑树全身都是宝”成为人们的共识。

桑树的这些特点，受到地处鲁西北黄泛冲积平原

的夏津人重视。当地先民选择种植耐受性较强的桑树，

培育了多种椹果品种，并在种植桑树、不断改善当地生态

气候条件的同时，广泛开展间作、林下种植养殖等农业生

产方式，混栽了柿、枣、杏、桃、山楂、梨等果树以及小麦、

地瓜、花生、玉米、豆类、棉花等农作物，林下养殖鸡、鹅、

羊等畜禽，既解决了防风固沙的生态问题，还解决了人们

衣、食、住的问题，从而保证了治沙的可持续性和人类的

繁衍生息。由曾经的“地半沙滩，不宜稼禾”到如今的“林

海茫茫、果木成片”，至今依然保留有百年以上古树 2 万

多株，被誉为“中国椹果之乡”“中国北方落叶果树博物

馆”。

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构成了

集农、林、牧为一体的复合农业生态系统，保障了当地人们

的食物与生计安全，保护了野大豆和中华结缕草等国家Ⅱ
级保护植物，衍生出节庆、习俗等民间文化和饮食文化、养

生文化、医药文化，以及敬树、爱树、护树的生态文化，成为

包括古桑树群景观与可持续经营、林下作物生产与牲畜养

殖、桑树栽培和加工利用技术、农桑文化和地方民俗在内

的系统性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古树、沙丘、河流、村庄相得

益彰、协调发展。

2014 年，“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因其在乡村

经济发展、防沙治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利用、生

态农业技术和乡村文化传承、农业景观维持等多功能价

值，被原农业部正式公布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成为山东首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2018 年 4

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授牌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成为截至目前山东唯一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

目。

今天的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不仅是过去人们生

态智慧的结晶和黄河故道沙地“沧海变桑田”的“活化

石”，今天依然充满着活力和希望。仅就桑产业而言，通

过不断探索，很好实现了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山东夏津：

黄河故道上那片不同寻常的古桑树群
全国政协委员 闵庆文

本 报 讯 （ 记 者 李 元

丽） 9 月 22 日 ， 2024 年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主 场 活 动 在 河 南

兰 考 举 办 。 今 年 是 第 七 个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向 全 国 广 大 农 民 和 工 作 在

“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

节 日 祝 贺 和 诚 挚 问 候 。 大 家

一 致 认 为 ， 总 书 记 再 次 专 致

问 候 ， 充 分 体 现 了 对 “ 三

农 ” 工 作 的 高 度 重 视 ， 饱 含

着 对 亿 万 农 民 群 众 的 深 厚 感

情 ， 对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寄 予 殷 切 期

待 。 广 大 农 民 及 “ 三 农 ” 干

部 倍 感 振 奋 、 备 受 鼓 舞 ， 纷

纷 表 示 将 认 真 学 习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 积 极 行

动 起 来 ，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 努

力 把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美 好 蓝

图变成现实。

开封市兰考县仪封镇代庄

村的主场活动现场，以加强营

销促销、弘扬农耕文化、加强

乡风文明建设等为重点，组织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庆祝丰

收 联 欢 活 动 ， 全 面 展 示 学 用

“千万工程”经验、高标准农

田建设、“减油增豆·营养膳

食”科普等成果，营销推介地

方“土特产”，举办农耕农趣农

味体育活动，可爱的吉祥物“龙

龙”和“桐桐”传递出吉庆之意

和丰收之美。期间，农民登台唱

出丰收赞歌，乡村工匠展现精湛

技艺，智慧农机“大展拳脚”，

民俗非遗表演震撼人心，呈现出

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宜居宜业

和 美 、 农 民 幸 福 安 康 的 美 好 画

卷。活动现场，农民代表共同启

动了丰收仪式。

今 年 丰 收 节 以 “ 学 用 ‘ 千

万 工 程 ’ 礼 赞 丰 收 中 国 ” 为 主

题 ， 秉 承 “ 庆 祝 丰 收 、 弘 扬 文

化 、 振 兴 乡 村 ” 的 宗 旨 ， 学 习

运 用 “ 千 万 工 程 ” 经 验 ， 突 出

农 民 主 角 地 位 ， 注 重 简 朴 务

实 ， 发 布 一 揽 子 惠 农 助 农 政 策

措 施 ， 办 成 一 批 农 民 群 众 可 感

可 及 的 实 事 ， 举 办 “ 菜 篮 子 ”

产 品 消 费 促 进 行 动 、 乡 村 特 色

美 食 品 鉴 推 广 、 农 民 丰 收 故 事

会 、 村 歌 大 赛 、 乡 村 电 影 周 等

活 动 ， 全 面 展 示 乡 村 振 兴 和 农

业 丰 收 成 果 。 据 统 计 ， 全 国 各

地累计开展 3000 多场次庆丰收

活 动 ， 线 上 线 下 结 合 ， 吸 引 数

亿人 次 关 注 参 与 ， 营 造 了 全 社

会 关 注 农 业 、 关 心 农 村 、 关 爱

农民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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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多 次 强 调 ， 把

农 业 农 村 优 先 发 展 的 要 求 落 到 实

处 ， 在 干 部 配 备 上 优 先 考 虑 ， 在

要 素 配 置 上 优 先 满 足 ， 在 公 共 财

政 投 入 上 优 先 保 障 ， 在 公 共 服 务

上 优 先 安 排 。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对 “ 完 善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体 制 机

制 ” 作 出 战 略 部 署 ， 要 抓 住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需 要 破 解 的 重 大 堵 点 卡

点 问 题 谋 划 改 革 ， 以 优 先 发 展 方

针指导关键环节改革突破。

一 是 巩 固 和 完 善 农 村 基 本 经

营 制 度 。 农 村 基 本 经 营 制 度 是 党

的 农 村 政 策 的 基 石 。 立 足 小 农 数

量 众 多 的 基 本 农 情 ， 发 挥 统 分 结

合 基 本 经 营 制 度 特 色 ， 在 “ 统 ”

与 “ 分 ” 关 系 协 调 上 实 现 更 大 突

破 ， 坚 持 “ 分 ” 的 彻 底 ， 更 加 突

出 “ 统 ” 的 到 位 。 坚 持 “ 分 ” 的

彻 底 ， 确 保 大 多 数 农 户 原 有 承 包

权 保 持 稳 定 ， 有 序 推 进 第 二 轮 土

地 承 包 到 期 后 再 延 长 三 十 年 试

点 ， 让 广 大 农 民 能 够 具 有 更 大 经

营 自 主 权 。 突 出 “ 统 ” 的 到 位 ，

发 展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 发 展 规

模 化 社 会 服 务 组 织 ， 通 过 集 体 服

务 、 大 户 带 动 、 规 模 服 务 ， 把 小

农户服务好、带动好、发展好。

二 是 坚 持 落 实 农 业 农 村 优 先

发 展 。 农 业 农 村 优 先 发 展 是 解 决

“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针。全面深

化 改 革 的 重 点 是 要 将 农 业 农 村 优

先 发 展 落 到 实 处 ， 要 真 刀 真 枪 地

干，就离不开真金白银地投。光

靠 农 村 农 民 自 身 力 量 远 远 不 够 ，

必 须 强 化 五 级 书 记 对 任 务 和 责

任、资金和土地政策、协同机制

的落实统筹。完善乡村振兴优先

投入保障机制，加快形成财政优

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

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完善

要素配置倾斜机制，鼓励企业回

乡 支 农 ， 支 持 社 会 资 本 下 乡 务

农，吸引人才回乡创业，促进要

素与服务更多为“三农”服务。

三 是 完 善 强 农 惠 农 富 农 支 持

制度。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的

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更加强调

对农业农村农民全方位支持，更

加注重制度供给的系统集成。需

要 突 出 保 障 的 地 方 ： 1. 种 粮 农 民

收益保障机制。推动粮食等重要

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统

筹推进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

系 ， 从 价 格 、 补 贴 、 保 险 等 方 面 强 化 农 业 支 持 保 护 政

策，进一步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2. 农民增收与防

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以提升发展能力为导向的欠发达

地区帮扶机制，促进跨区域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3. 引

导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引导

金融机构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

乡服务。

四是构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机制保障。确

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头等大事，以降本、减损和增收为导向，持续完善托市

收购和目标价格制度，探索新增补贴和产量挂钩，引导

收益与成本同频共振，强化农户种粮预期。优化“东北

粮 仓 ”“ 齐 鲁 粮 仓 ”“ 中 原 粮 仓 ”“ 天 府 粮 仓 ”“ 塞 上 粮

仓”等粮食主产区布局，统筹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

机制。统筹金融、进口、税收等政策，确保粮食政策取

向一致性，实现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构建国家粮食安

全风险管控体系，利用好粮食配额和关税与非关税等贸

易措施，合理调控粮食进口，管控好重大公共事件、地

缘政治冲突对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

记、乡村振兴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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