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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 链 接

一尾沼虾“游”向浙西南
“罗氏沼虾是一种爬坡型虾，而南美白对

虾是游泳型虾，所以养殖罗氏沼虾的池塘需

有点坡度，坡比最好在1∶3。”近日，省淡水水

产研究所在缙云县举办的一场培训会吸引了

当地 11 个乡镇和街道的 40 余名养殖户参

加。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多年养殖南

美白对虾的经验，但山区养殖罗氏沼虾还是

第一次。养殖用水如何管理？放养密度如何

把握？……这些困扰罗氏沼虾养殖新手的问

题，在这次培训会上找到了答案。

这场生动的罗氏沼虾养殖技术培训，不

仅为当地养殖户拓宽了养殖新思路和致富新

途径，更悄然勾勒出“沼虾南扩西进计划”在

浙西南山区落地生根的新图景。

北苗为何南繁？

罗氏沼虾是我国重要的养殖虾类，具有

生长快、体型大、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等优点，

自上世纪70年代引入浙江以来，就快速在之

江大地生根、发芽、壮大，成为我省重要的特

色水产品种之一。2024年，全国罗氏沼虾养

殖产量超 20 万吨，苗种量约 300 亿尾，其中

70%的苗种源自以湖州为主的浙北地区。但

随着国内市场对罗氏沼虾苗种需求量的不断

增加，浙北主产区产能不足的现象日益突

出。如何持续扩大罗氏沼虾新品种产能，实

现百姓“沼虾自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而破解这一课题的关键，就藏在浙西南

的山水之间。

除了绵延不绝的高山，瓯江、钱塘江、飞

云江等“六江之源”奔流不息，润泽着浙江西

南部的这片土地。丰富的水资源、优质的水

环境，为渔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

件，也为罗氏沼虾产业布局优化提供了新的

可能。

在近日召开的全省“土特产富”全链发展

优质优价工作推进会上，“沼虾南扩西进计

划”首次提出，未来三年将在金衢丽温浙西南

山区新建或改造一批罗氏沼虾SPF（无特定病

原）育苗场，建设一批千亩成方、万亩连片养

殖示范区，推动浙西南地区成为罗氏沼虾产

业新增长极。

当蓝图已绘就，一场科技赋能产业布局

的实践正加速展开。

山区何以养大虾？

作为首批国家水产育种联合攻关品种罗

氏沼虾牵头单位，早在去年，省淡水水产研究

所就在文成开展山区池塘养殖和种虾长距离

运输试验。为了克服山区道路条件复杂、运

输时间长等难题，该所科研团队在进行多次

运输试验后，采用网格增氧、隔断加冰、降低

运输量等方式，实现种虾成活率在98%以上。

此外，通过对水温、溶氧量、pH值等关键指标

的精准调控，首批池塘养殖罗氏沼虾亩产超

200公斤。

尽管文成的成功试点为山区养殖罗氏沼

虾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浙西南山区各市、县

（市、区）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不尽

相同。对此，秉持“一县一策”原则，在综合考

虑山区县养殖现状、技术需求及养殖户发展

意愿后，确定永嘉、青田、常山、龙游、衢江、缙

云、武义、文成、淳安、仙居等首批10个重点帮

扶县（市、区），并组织专家团队对选定县（市、

区）开展勘探选址，重点监测池塘、稻田等拟

养殖区域水质指标，为制定针对性养殖方案

提供依据。

如果说定制化的养殖方案是“指南针”，

那么技术队伍则是“引路人”。为了确保养殖

技术真正下沉到田间塘头，我省搭建完善“1+

1+N”立体化服务体系，即1个专家团队对接1

个县（市、区），辐射带动N个养殖主体，通过

“理论授课+实地教学+线上答疑”方式，普及

罗氏沼虾不同养殖模式技术要点、常见病害

防控举措，开展现场技术服务，为养殖户答疑

解惑。今年，计划在山区县培育罗氏沼虾核

心示范户15-20户，示范养殖面积1000亩，实

现亩产罗氏沼虾200公斤以上、亩均产值超万

元的目标。

共富链如何布局？

要让罗氏沼虾的产业红利真正惠及山区

百姓，单靠技术推广还远远不够，只有在育

苗、养殖、加工、冷链物流等全产业链环节同

向发力，才能激活县域内生动力，驱动全域共

富。

去年，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温州分所落地

文成。作为浙西南山区的重要渔业科技平

台，该分所正逐步建立“产业需求导向+院地

共建+成果转化应用”的渔业科技创新机制，

不断推动科技创新的“智慧果”转化为乡村振

兴的“富民果”。为了助力农户持续稳定增

收，率先探索“强村公司+村集体+科研院所+

农户”联农富农机制。“我们希望通过强村公

司投建基地、村集体整合土地资源、科研院所

提供技术支撑，带动山区农户共享产业链增

值收益。”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

除了机制创新破局，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还希望通过品牌培育，推动罗氏沼虾产业与

休闲观光、研学教育、餐饮康养等深度融合，

发展一批山区沼虾特色村，打造“特色养殖+

文旅”的产业发展模式，让更多人参与到罗氏

沼虾全产业链的建设中来。

从科技下沉到链条延伸，从单点突破到

全域联动，一尾尾沼虾正搭乘着共富列车越

过群山，“游”向浙西南。

蔡煜

□本报记者 杨怡

5月27日至28日，“2025浙江好西瓜”推

选活动在温岭举办。作为浙江“土特产”的重

要代表之一，西瓜产业正以其独特的魅力，走

出一条从品种培育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致富

之路。

温岭被誉为“中国大棚西瓜之乡”，西瓜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24年，全市西瓜全产

业链产值达72亿元。“我们通过招商引资、整

合供应链，构建了生产‘一盘棋’、运销‘一条

龙’、市场‘一张网’的完整生产线。目前，我

市西瓜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温岭市农

技推广站站长王宏辉告诉记者，温岭瓜农还

凭着“追着太阳种西瓜”的闯劲，将种植版图

拓展至海南、云南、江苏等26个省以及缅甸等

东南亚国家，市外种植面积达35万亩，产值约

60亿元。

科技创新促发展。在温岭市滨海镇吉园

果蔬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西瓜连作丰产栽

培技术突破了西瓜不能连作及长季节栽培的

技术难题，设施西瓜枯萎病防治专用杂交砧

木的选育方法更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近年来，温岭市积极与浙江大学、省农科

院等开展技术合作，推动西瓜产业良种化、科

技化发展，探索出轻简化、智能化等栽培技

术，并大力发展“西瓜+蔬菜”“西瓜+西瓜”“西

瓜+甘蔗”等多元轮作模式。该市首创的大棚

西瓜避雨长季节多茬栽培技术，让西瓜提早

到4月上市，既提高了产量、品质，还拉长了供

应期。

台州市黄岩区更是走出了一条外出种瓜

的共富之路。目前，黄岩约有5.2万名瓜农外

出种瓜，年产值高达150亿元。同时，为助力

瓜农提升种植技术，黄岩创新打造外出瓜农

培训新模式——追着瓜农送培训。今年专家

团队已前往云南、宁夏、山西等地，累计培训

外出瓜农1165人次。

为缩短运输时间，黄岩以建立快速物流

配送体系为目标，积极创办包装厂、冷链贮藏

库等，已在17个省建立电商产业中心、农产品

冷链集配中心等各类平台 100 多个，在 23 个

省建立农资物流配送点近260个。

平湖西瓜产业同样可圈可点。今年，平

湖“天露西瓜”荣获2024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证书，“平湖瓜匠”成功入选2024年

我省第二批“浙农智富”品牌名单。

据平湖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吴平介

绍，平湖市自2021年出台《平湖西瓜振兴计划

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后，在品种培

育、品质把控、品牌打造等方面持续发力，通

过成立平湖市天露西瓜研究院，加大本土西

瓜品种培育力度，与国内农业大专院校、科研

院所紧密合作，让平湖西瓜有了自己的“种子

芯片”，拥有“红、黄、橙、彩虹”四种独特瓤

色。2022年，平湖市还制定发布《平湖西瓜绿

色生产技术规程》和《平湖西瓜生产基地建设

规范》两个浙江省团标，开展标准化生产，重

点培育和打造西瓜生产示范基地，建立平湖

西瓜育种及展示中心。

如今，平湖已培育出“马玲”系列、“天露”

系列等众多高品质西瓜品种，如“马铃瓜”“天

露3号”等已成为当地特色西瓜品种。

为推动西瓜产业高质量发展，我省持续

加强品种培育与技术创新，先后实施“西甜

瓜良种育繁推科技创新平台”等项目，实现

“引领全国、替代进口”目标，选育并通过国

家登记西瓜品种29个。同时，推广轻简化栽

培、智能化栽培、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提高

西瓜产量和品质，降低生产成本。如水肥一

体化技术，可助力农户亩均节水30%，肥料利

用率提升40%，增产增效15%。

据介绍，从2004年起，我省及各西瓜主产

县（市、区）便开始持续举办精品西瓜评比、展

示展销、西瓜节等活动，并积极参加全国展销

活动，线上线下营销同时发力，省内省外市场

同步拓展，涌现出温岭“玉麟”、路桥“黄琅”

“金平湖”等一批有影响力的西瓜品牌。

“我们将聚力精品生产、全链布局、科技

创新、品牌引领、主体培育、政策集成，以‘土

特产’为依托，推动西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省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表示。

一口清凉背后的“甜蜜密码”

“2025浙江好西瓜”金奖名单

地市

杭州

宁波

湖州

嘉兴

舟山

台州

县（市、区）

萧山区

余杭区

钱塘区

江北区

鄞州区

象山县

德清县

长兴县

平湖市

普朱管委会

路桥区

温岭市

生产主体

杭州富惠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杭州良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乔司农场

宁波市江北晓叶家庭农场

宁波市鄞州区农乐果蔬专业合作社

象山羽农家庭农场

德清新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长兴虹韵西瓜专业合作社

平湖市慰英家庭农场

舟山市朱家尖小叶家庭农场

台州市路桥区农垦开发有限公司

温岭市吉园果蔬专业合作社

品种

苏蜜6号

京嘉301

美都

黄提1号

美都

提味

小皇冠

早佳8424

马铃1号

早佳8424

早佳8424

美都

注册商标

勿忘农

良益

乔司西瓜

甬上慢村

甬姜红

岛天缘

雷甸

虹观

金平湖

新舟农

黄蜜

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