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❶小龙虾捕捞

❷工人们正忙着分拣小龙虾

❸客商在鱼台县源绿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里收购小龙虾

❹鱼台文创产品“龙儿”

❺小龙虾争斗

❻个头饱满的麻辣小龙虾

❼鱼台县鱼稼里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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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惠亚 霍学全 张子洋

随着夏季来临，鱼台小龙虾消费进入旺季。
傍晚时分，当夕阳的余晖洒在南锣鼓巷美食街，

空气中已经弥漫着令人垂涎的小龙虾香气。一只只红亮油
润的麻辣小龙虾堆叠在大盘中，食客们围坐一桌，顾不上戴
手套，伸手抓起小龙虾轻轻一掰，虾壳应声而开，露出雪白
紧实的虾肉，蘸上香辣的汤汁放入口中，麻辣瞬间在舌尖炸
开，紧接着是虾肉的鲜甜。那独特的口感，让人忍不住一口
接一口地品尝，完全停不下来。

蒜蓉、麻辣、柠檬、椒盐、十三香……通过多种烹饪手
法，鱼台小龙虾披上了千姿百态的风味外衣，从传统红烧的
醇厚，油焖的馥郁，到创新蒜蓉的细腻、冰镇的清新，每一次
烹饪尝试都引领着一场味觉的奇遇，展现了鱼台传统文化
与当代美食潮流的精妙融合。

那你知道鱼台小龙虾好吃的秘密吗？
鱼台，这片被微山湖温柔环抱的沃土，自古便享

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在这里，碧波荡漾的湖水与
广袤的绿色田野相映成趣，滋养出一方水土的独
特韵味。而鱼台小龙虾，便是这方水土孕育出的
珍宝。

2011年，“鱼台龙虾”被农业农村部登记为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8年“鱼台龙虾”入选

“济宁礼飨”区域品牌，2019年鱼台县荣获“中国
生态食材之乡”的美誉；2020年鱼台县以小龙虾
特色农产品入选第三批山东省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同年“鱼台龙虾”品牌获得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
金奖；2022年鱼台龙虾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收集登录；2024年鱼台龙虾入选省级农业品牌精品
（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名单。鱼台县独特的
气候条件、水质条件以及独特的天然饵料和生态养殖模式
铸造了“鱼台生态龙虾”之精品，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
生态龙虾之乡”称号。

环境好，虾才好。鱼台小龙虾个大体长，头胸甲、腹甲
及螯足、步足呈褐色，体表光洁，无附着物，腹部洁净，肠管
清晰可见，是纯正的“白富美”。“白”，指的是鱼台小龙虾体
色之纯净，壳薄而透亮，蒸煮后鲜亮红润，如同夏日晨曦中
初露的朝霞，诱人眼球；“富”，则是言其肉质之饱满，得益于
鱼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科学的养殖技术，这里的小龙
虾个个体态硕大，肉质紧实，富含蛋白质与微量元素，营养
丰富；“美”，自然是对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滋味的赞美，鱼台
小龙虾肉质细腻，味道鲜美，无论是麻辣、蒜蓉还是清蒸，每
一种烹饪方式都能激发出它独有的风味，让味蕾在夏日的
热烈中沉醉。

一只小龙虾，从被捞出水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无限可
能模式。

眼下，正是鱼台县生态小龙虾开始上市的季节。为了
保证新鲜，每天一大早，鱼台县王鲁镇李魏村藕虾共养基地
上，虾农们就开始忙活起来，从田里拉起地笼，将一只只活
蹦乱跳的小龙虾收入盆里。

“今天我们捕捞了200多斤，随着气温慢
慢升高，以后的产量还得提

高，出虾量最高时每天能出到300多斤。”李魏村龙虾养殖
大户彭胜利难掩心中的喜悦。

王鲁镇李魏村紧邻微山湖，地势低洼，村民彭胜利流转
土地140亩，在藕田里套养小龙虾，效益非常可观。得益于
今年龙虾的好行情，他和妻子一起捕捞的200多斤小龙虾
一次就卖了3千多元。

“这一亩地，卖小龙虾的钱加上卖藕的钱，收入7千元
到8千元之间，是传统一稻一麦种植模式的3倍多。”彭胜
利介绍。

据了解，王鲁镇积极鼓励引导沿湖的孟楼、史楼、李魏、
张庙等村庄，发展稻（藕）虾共作特色种养模式，帮助种养大
户流转土地6000余亩，王鲁镇现有藕虾3400余亩，稻虾
2100余亩，真正把涝洼地变为了农民增收的聚宝盆。

近年来，鱼台县深耕“小龙虾资源”，把小龙虾养殖与水
稻生产、莲藕产业有机结合，探索建立育繁推一体化模式和
育苗—标准化养殖—加工—营销全产业链，真正实现了乡
村振兴、企业增效、农民增收“三赢”局面。同时，与中国科

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院淡
水渔业研究中心、山东省淡水渔业研究院、山东

省虾蟹类产业创新团队等科研院所合作，推动产学研
融合。积极推进标准化建设，探索建立从繁育到种养的技
术标准规范和质量控制体系，制定了《稻（藕）田克氏原螯虾
养殖技术规程》，并于2022年6月被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批准为山东省地方标准。鱼台县稻（藕）虾生态种养技术
被省农业农村厅作为2023年全省淡水渔业主推技术，
2024年入选全省渔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鱼台稻（藕）虾生态养殖模式无论从养殖规模、养殖技
术还是从小龙虾产品质量，在全省均居领先地位。”鱼台县
渔业服务中心主任朱广德说。

截至目前，鱼台县稻（藕）虾生态种养面积13.5万亩，
预计年产量3万吨左右，可实现经济总产值20多亿元。在
巩固现有养殖面积的基础上，投资4000余万元建设龙虾育
繁推一体化项目，主要建设龙虾繁育车间、龙虾亲虾蓄养采
光大棚、龙虾苗种标粗采光棚、龙虾反季节养殖采光大棚等
设施。

小龙虾跳动着鱼台产业发展的华丽音符。一个个小龙
虾养殖基地开始陆续收获小龙虾，同样鱼台县的小龙虾收
购销售大户们也开始了繁忙的工作，收购、分拣、装箱、销售
等，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咱鱼台小龙虾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同等规格要比其他地方高出1到3块
钱，况且还供不应求。”

鱼台吉祥水产总经理仇广东熟练地把收购的小龙虾分拣到
不同的容器里。这家有着20多年销售经验的小龙虾销售
大户，目前正通过线上和线下多种销售方式，把鱼台小龙虾
销售到北京、上海、济南等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销售量
已经达到3000斤。

“鱼台小龙虾大面积捕捞时间从每年的4月初到10月
底。今年小龙虾的产量好于往年，6钱以上的大规格小龙
虾每斤可卖到60至70元；4、5、6钱的中型小龙虾可卖到
28至30元。”仇广东介绍。

为推动小龙虾产业发展，进一步擦亮“鱼台龙虾”品
牌，鱼台县始终坚持规划引领，力促产业振兴。鼓励企
业加快小龙虾成品、半成品的开发，延伸小龙虾产业链，
着力提高小龙虾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扶持山东
湖中鲜、孝贤食品、瑞达食品等小龙虾加工企业发展，
现年加工能力6000余吨，产值6亿元。另外，通过贯
通水产品集散交易中心、小龙虾科普馆、农产品展览
馆、小龙虾美食街，不断推进小龙虾美食消费、批发、销
售、和仓储物流等二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小龙虾
全产业链，实现“猫扑鱼”“湖中鲜”“孝贤虾皇”“隆江虹”
等水产品牌的热销，着力提高小龙虾产品竞争力和附加

值。
如何让鱼台小龙虾的金字招牌与文旅资源“强强联

合”，打出“黄金效益”的组合拳，一直是鱼台县奋力书写的
一套精彩答卷——2017至2024年连续成功举办了八届鱼
台龙虾节，鱼台小龙虾的知名度得到极大提高，书写了“一
虾先行、诸业并进”的喜人篇章。

“我们将继续巩固放大小龙虾品牌效应，加大政策扶
持，助力小龙虾产业发展，进一步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为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鱼台力量。”鱼台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高东旭掷地有声。

以节促旅，提振文旅消费。生态小龙虾作为鱼台乡村
振兴和美食文化的一个特色产业，日臻成熟，释放出前所未
有的活力。鱼台小龙虾产业越做越大，鱼台小龙虾活动越办
越好，升级成集美食、文化、生态、旅游于一体的精品盛会，

“中国龙虾美食地标城市”“山东地标名片”等荣誉花落鱼
台，“中国生态龙虾之乡”的金字招牌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在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期待中，2025鱼台小龙虾消
费季于5月28日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消费季以“强文旅 促
消费 兴产业”为主题，旨在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
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小龙虾消费季期间每天在
鱼稼里广场举办文艺演出，让每一位客人
切实体会到鱼台人民的真诚和热情。

这个夏天，让我们相聚鱼台，
共赴这场小龙虾盛宴，感
受鱼台的热情与魅力，
畅享夏日的美
好时光！

生态种养“虾虾”路宽 消费赋能“红红”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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