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方发力 形成青年人才“强磁场”

“我们第一茬最后一批南美白对虾刚以每公

斤46元的价格卖完了，每一只都有我们手掌这么

大，很受欢迎。”来到位于该县蛇磻乡的浙江逸泽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公司负

责人李来国告诉记者，他们在紧锣密鼓开展今年

第二茬虾的育苗工作，目前长势很好。

来自山东的李来国毕业于宁波大学，6年前他

来到蛇磻乡投身南美白对虾养殖行业。“我来这里

创业，就是看中三门水质好、产业链成熟，政府部

门对农创客支持力度也很大，解决了我很多后顾

之忧。”李来国告诉记者。

据了解，该县制定了农创客发展帮扶“20条”、

优化“新农人”营商环境“10条”等一揽子政策，从

金融支持、项目审批、执法监管等方面给予新农人

系统扶持。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补充性配

套政策，形成了“1+X”政策矩阵，提供全流程帮

扶。

近年来，三门县在全省率先推出养殖塘线上

竞拍应用——“鲜甜e塘”，并出台了集体养殖塘线

上竞价承租管理办法，让全县养殖塘资源得以统

一整合，实行线上竞拍续签，既盘活了资源，提高

了效率，提升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又充分维护了养

殖主体权益，广受好评。据统计，2023 年 7 月以

来，该县养殖塘线上累计承包总额较上轮同期增

长近三成。

对虾养殖是管理密集型行业，劳动强度大、风

险高，但记者了解到，李来国团队的成员都很年

轻，其中8人是研究生学历，10人是本科学历。“要

让团队的年轻人把虾塘当做自己家来呵护”是李

来国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将虾塘分区域包

片给技术人员负责管理，根据员工名下虾塘产量、

产值确定收入。在这样的激励机制推动下，基地

对虾年均亩产达1万公斤，在保持每茬亩均18万

尾左右高密度养殖条件下，存活率达到行业顶尖

的95%以上，年均产值近3000万元，亩均产值近10

万元。

“我们将坚持以用为本、才尽其用，坚持从高

校院所引入研究型人才与在本地挖掘孵育乡土

人才两手抓，系统健全人才培养引进、评价使用、

激励保障等制度，优化‘新农人’营商环境，为人

才成长保驾护航。”三门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我们的青蟹鲜甜肥美，家人们抓紧时间下单

哦！”近日，在三门县浦坝港镇新农人培育服务中

心鲜甜共富工坊二楼的“共富直播间”内，本地主

播方晨晨正在向广大网友推介三门青蟹，不到 1

小时就售出五六十单。

不仅直播带货，该共富工坊还设置了产品交

易、加工集配、仓储物流等共享平台，为农户提供

自产自销摊位，形成了完整的全产业链孵化模

式。自去年 10 月一期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以

来，销售额已经超过1.2亿元，带动全镇农业产值

较上年同期上涨 10%，受益养殖户超 3000 户，每

户增收约 1 万元，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约 60 万

元。

去年刚回乡的“95后”农创客林顿华便是其中

的受益者。“我一直想找个直播基地，和团队一起

带货卖青蟹。这里给我们免费提供共富直播间，

我们可以直接拎包入驻。”林顿华告诉记者，工坊

不但提供创业服务指导，还配备了咖啡吧、书吧，

为洽谈业务提供了好场地。

林鹏是土生土长的浦坝港人，2022年9月，他

毅然返乡，出资3000万元建设鲜甜共富工坊。“我

希望乡亲们辛辛苦苦养出来的小海鲜，能卖出好

价钱。”林鹏告诉记者，为了支持”新农人“抱团发

展，他还组织当地新农人抱团发展，提供技术培

训、农机共享、创业帮扶等服务。

截至目前，浦坝港镇累计建成共富工坊69家，

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300余万元。“接下来，我们

将依托台州市首个顺丰冷链仓入驻的优势，因地

制宜发布‘新农合伙人’项目，招引品牌农业等创

业项目，实现共富工坊由传统农产品供销向新型

文旅综合服务延伸，为更多‘新农人’提供大显身

手的舞台。”浦坝港镇党委书记朱铭告诉记者。

“三门青蟹”是当地水产养殖业的一张“金

名片”，也是我省唯一入选农业农村部2023年

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的经典产业。一直以

来，“三门青蟹”哺育了10万多靠海吃海的“讨

海人”，产值超 70 亿元，品牌价值超 48 亿元。

但眼下，本土养殖空间渐趋饱和、养殖成本不

断攀升等难题正困扰着养殖户。如今，在干

劲、闯劲、冲劲兼备的“新农人”推动下，青蟹产

业不仅在当地枝繁叶茂，更是在省外开疆拓

土，蓬勃发展。

“我们的青蟹已完全适应了新疆的水质和

生长环境，个头已经长到巴掌大小了，预计中

秋前后就能上市了。”三门县农创客发展联合

会监事长、新疆三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自豪地展示他们在新疆

养殖的青蟹。

“当地的气候条件与三门不一样，光照时

间长，塘水蒸发量较大，需持续加水。另外，我

们还根据当地盐碱地的特点，往水里添加微量

元素和益生菌，调配出适合青蟹生长的人工海

水，确保新疆青蟹的口感和在三门养殖的一样

‘鲜甜’。”李军告诉记者，他从事青蟹养殖已有

10多个年头了，这次与宁波大学科研团队一起

合作到新疆养青蟹，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和

尝试，为“三门青蟹”“县外安家”提供了更多可

能。

去年11月，三门县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与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十六团签订盐碱水养殖

青蟹项目，由新疆三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阿

拉尔长鑫渔业有限公司和宁波大学海洋学院

合作实施，示范面积100余亩，总投资200余万

元。今年5月，3万尾青蟹苗从台州市出发远

赴新疆阿拉尔市，正式开启试养之旅。如今3

个多月过去，青蟹长势良好。

目前，像李军这样在县外为青蟹等水产养

殖行业开疆拓土的三门“新农人”有2000余名，

养殖总面积达26万亩，涉及江苏、山东、宁夏等

6个省（自治区），有的甚至跨出国门，到达莫桑

比克等国家，助力当地增收致富。

开枝散叶
拓展地瓜经济“新格局”

平台引领 开辟孵化培育“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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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新“丰”景
□本报记者 李松

“鲜甜”，是台州方言里对水产品风味的较高评价。一直以来，三门产的水产品因其肉质肥美、滋味“鲜

甜”而饱受老饕赞誉。近年来，该县致力于打好“新农人”引、用、育、留组合拳，让当地水产养殖业养得更

“鲜”、产得更“甜”、卖得更“俏”。近日，记者走进三门，一探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