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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五河县每年大闸蟹的产量在2000

多吨，而沱湖就要占据一半之多。8月20日

上午，记者对话五河县畜牧兽医水产局总工

程师刘红，围绕沱湖大闸蟹及其产业化进行

了采访。

记者：按照去年市场价格来看，沱湖的蟹

子要卖到六七十元钱一斤，但这个价格只是

阳澄湖大闸蟹的三分之一。您怎么看待这

样的情况？

刘红：实话实说，沱湖的大闸蟹虽个头比

阳澄湖的小，但在口感方面丝毫不差，因为

我们这里的蟹子投喂的都是杂鱼、贝壳等。

这种天然放养，虽然对产量以及蟹子的规格

有一定影响，但是口味要好。

阳澄湖蟹子的确“风靡一时”，但我认为，

最主要在于它的品牌效应。农产品的品牌

打造，需要一个龙头企业，需要社会各方面

的大力支持。现在有些时候，农产品的品牌

影响力已经超越农产品本身。从近三年的

统计数据看，我们沱湖大闸蟹的市场价，总

体上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下一步，我们沱湖

大闸蟹也将加快向外推广，学习阳澄湖的先

进模式。

记者：在沱湖大闸蟹品牌建设方面，您又

是怎么考虑的？政府有没有相应的政策？

刘红：其实，早在1996年，我们沱湖的螃

蟹就注册了“沱湖牌”商标，也被评选为“中

国十大名蟹”。沱湖地区目前成立了几家稍

大的水产养殖公司，也成立了水产养殖协

会，这些都有利于沱湖大闸蟹的品牌推广。

此外，每年在大闸蟹上市期间，我们也会

给蟹子贴激光商标、戴上高科技防伪戒指。

全国范围内的农交会等展销会，远到北京、

香港等地，我们也经常带队参加。

品牌的建设不单是养殖户一个人的事，

需要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协作,前期尤以

政府和龙头企业最为重要。政府层面上，给

予政策上的宣传、资金及技术上的支持；其

次，现有的小型养殖公司整合重组成龙头企

业，带领大家“走出去”；最后，农户要改变传

统“小富即安”的观念，争取将“大养蟹”变成

“养大蟹”，以提高蟹子的品质。

学习“阳澄湖”的产业模式

沱湖大闸蟹 期盼“横行”时

在沱湖中央凌应飞养殖水面附近，一

处插在水底的三脚架，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架子上端是一个平板，而下端，一个白

色的圆球与水面接触。这就是“河蟹养殖

环境在线监测子系统”。工作人员介绍，绑

在长圆柱上的是水质在线监测仪，检测探

头在湖底，悬浮的球漂在水面。这种无线

传感器在沱湖的上中下游共有3个。

无线传感器有何用？据介绍，系统可

以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将监测水域的溶氧、

PH值、亚硝酸盐、氨氮浓度等8个指标转

换为智能化信息，技术人员可实时研究影

响水产品养殖质量的因素。“养殖户得到

传感监测数据后，可以科学合理地安排河

蟹生产，养殖的盲目性也大大降低了。”

而据五河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王本龙

副站长介绍，沱湖大闸蟹的养殖环境在线

监测系统，主要应用的是物联网技术，也

是国内首创的将电子设备应用到大水面

养殖中的新技术。

上接Ａ01 “中国十大名蟹”、“中国第

五届螃蟹蟹王蟹后”称号、“绿色 A 级食

品”……这些美誉都是对沱湖大闸蟹的肯

定。然而现实的问题就在于，口感不差的沱

湖螃蟹，如何突出重围？如何做大做强品牌？

此时此刻，离“秋风起蟹脚痒”还有一个

月左右的时间，“阳澄湖”又吹响新一轮集结

号，而同样有着“中国十大名蟹”美誉之称的

沱湖大闸蟹，又在哪里？

销售
八成“销给”蚌埠周边地区

告别刘庆海，记者又沿着湖边的水泥公

路，一路向西南方向，来到了沱湖乡街道。

正午时分的沱湖街，没有一丝喧嚣，远远看

去，这条长1公里左右的街道，两侧布满了各

式招牌的沱湖大闸蟹的销售点。稍显遗憾

的是，螃蟹尚未上市，20多家销售点无一开

门营业。

沱宾超市的女老板很热情，得知记者是

前来询问大闸蟹的，连忙介绍沱湖螃蟹有多

么的味美。这时，一辆福田小货车在路中央

掉了头后，停在了超市门前。车上下来的一

对夫妻和两个孩子，似乎和女老板很要好，

小男孩在父亲的吆喝下，从车厢内铲了一瓷

碗青虾，送给了女老板。

这位身材明显发福的中年男子叫李万

军，从小货车上的装备，不难看出他是与水

产打交道的。李万军告诉记者，自己带着两

个孩子去市场收货（小青虾），路过超市买点

蔬菜回家做饭。由于本地的螃蟹还没有上

市，青虾也就成为这一家人近期重点贩卖的

水产。其实，不光是贩卖，李万军也在沱湖

有着自己的18亩养蟹水面。

12年的“跑码头”经验，李万军对沱湖大

闸蟹的销路了如指掌。开着“小福田”，他和

妻子去过宿州、淮北、合肥、上海，但最多的

就是南京。“为什么愿意去南京？”李万军回

答，一方面，南京的市场需求量大，再就是交

通方便，两个小时的车程也挺近。“为什么不

去更远一点的地方？”面对记者追问，此时的

李万军摇摇头，“北京也去过一次，但人家只

认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的（螃蟹）不认可。”

北上遭遇闭门羹后，李万军“老实”了，

“就在周边混混吧”。站在超市遮阳棚下，他

指着路边一个个经销摊点的门面说，湖里的

蟹子上岸后，几乎全部都要经过这些店面，

然后再由中间商转卖出去。“超过80%的蟹

子，都是周围城市人群在消费。”

今年，李万军信心满满，“闰月让蟹子可

以定期‘出水’，市场上‘洗澡蟹’可能会少很

多。”

产业
“煮”不出来的“链”

原路折返沱湖岸边后，有着“双重身份”

的凌应飞走出酒店，迎了过来。双重身份是

因为他不仅在沱湖“圈”了500亩的大闸蟹养

殖水面，岸边这家“虾兵蟹将鱼舫”酒店，也

是他的资产。而在岸边，像凌应飞这样的渔

船式饭店，还有三四家。他们将废弃的水泥

船拖至岸边，稍加装修、隔间，挂上招牌，就

成了“渔家乐”。

2007年从部队退伍回来后，凌应飞便投

身养蟹大潮中。军人的敢打敢拼，让他在养

蟹中也尝到了甜头。目前，除了500亩的养

殖水面外，在沱湖街道上，还有一家他自己

注册的水产养殖公司，专门负责自己蟹子上

市后的销售。而今年，凌应飞还将把销售点

扩至苏州。

生意做得的确不小，但沱湖大闸蟹的产

业链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凌应飞：品牌比不

过别人，又没有相关产业链。从凌应飞口中

得知，沱湖地区的大闸蟹，目前进入市场后

就是煮着吃。他也坦言，因大闸蟹，一些包

装产业的确也有兴起，也带动了一些人就

业，创造了一些GDP，但围绕“蟹”的用途开

展的产业还没有。

一些发达地区的蟹黄、蟹粉产业，让凌应

飞很是兴奋。因此，他认为，沱湖大闸蟹绝

对不能简单地“煮着吃”，而要形成自己的产

业链条：一方面，把沱湖大闸蟹的品牌推出

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沱湖；另一方面，开发蟹

黄、蟹粉等相关产业，让北京人吃上沱湖的

蟹黄包，让蟹粉与鱼翅完美结合；再者，研究

开发大闸蟹的药用价值，据蟹子的舒筋益

气、理胃消食、通经络、散诸热、散淤血之功

效，研发药用品、保健品。

而五河县水产部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下一步，在坚持科学养殖大闸蟹的同时，将

学习阳澄湖大闸蟹的产业模式。“做大做强”

沱湖大闸蟹的号角已吹响。

记者 丁林 文/图

【对话】 【延伸】

政府、企业、农户“一个都不能少”
五河县畜牧兽医水产局总工程师 刘红

1只沱湖大闸蟹成熟后，平均重125克，

按照市场平均单价60元每斤计算，1只蟹子

就要花掉15元。那么，1只沱湖大闸蟹的成

本又是多少呢？我们来现场计算吧。

养殖户刘庆海和凌应飞都表示，沱湖

内大闸蟹的成本，抛去人工成本之外，剩

下的只有两大块：蟹苗和投喂成本。

以刘庆海为例，35亩的水面，今年投

放了120斤蟹苗，每斤蟹苗近30元，花了

3600元。而一斤蟹苗约有80只，但最后

蟹子也只有70%的成活率，照这样计算，

最后能上岸的也就6720只。除了蟹苗的

成本，就剩下投喂要花的钱了。前四个月

不用喂养，但每年6月开始，湖底水草枯死

后，大闸蟹没食物，必须得投喂。刘庆海

每年投喂两个半月的青条鱼，每天大概要

花掉40元，这样计算的话，投喂总共要花

掉3000元。

因 此 ，刘 家 1 只 螃 蟹 的 成 本 =

3600+3000元/6720 只=0.98 元（小数点

后保留两位小数，下同）。

再看看凌应飞，500 亩水面投放了

1500斤蟹苗，按每斤30元80只的话，共

120000只，种苗花掉45000元，按70%的

成活率，最后有84000只。再看投喂，两个

半月的投喂时间，500亩水面每天要投300

斤青条鱼，以一斤2块钱计算，一年下来要

花掉45000元。

凌家 1 只蟹的成本=45000+45000

元/84000只=1.07元。

养蟹用上物联网

1只螃蟹成本1元左右

养殖户准备投喂青条鱼

远处的渔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