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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上午，在海曙横涨粮
草专业合作社农场里，记者看到，农
场主杨培波从将种早稻的田里，打
捞起一批批肥硕、鲜活的小龙虾。

当天，该农场稻田小龙虾开始
捕捞上市了，预计能够在5月6日
捕捞完毕，赶上早稻种植。

“现在小龙虾的捕捞比往年提
早了半个月左右，这是为了不影响
早稻的种植。”杨培波说，在海曙区
农业技术管理服务站、市农业技术
推广基金会的指导帮助下，从去年
开始启动“虾稻稻”的试验工作。

“虾稻稻”模式就是小龙虾养
殖+早稻+晚稻种养，这就需要小龙
虾抢在双季稻轮作的空档期完成生
长成熟和上市，这就需要技术。

海曙区农技管理服务站站长孙

健介绍，小龙虾生长时间一般为30
天到40天，所以首先需要通过一系
列田间管理技术，让小龙虾繁殖时
间提前到3月初，让小龙虾整个生
长时间提前，为接下来种植早稻留
出足够时间。

“虽然‘虾稻稻’模式整体养殖
时间提早，但还是需要推迟早稻种
植。”孙健说，“所以我们选择生长期
短的水稻品种进行种植，并且采用
不破坏秧苗根系的抛秧方式种植，
这样还苗快，早稻生长时间就短
了。”

孙健说，现在采捕上来的小龙
虾已经成熟，且个头肥硕、活力十
足。小龙虾生长期前移的试验已经
达到预期，为后面的早稻、晚稻种植
打下了良好基础。

本届消博会期间，面积达120平
方米的宁波馆登场亮相。它以中东欧
国家特色商品常年馆内的综合馆为
模板，设置咖啡互动体验区、展样品
陈列区、贸易对接区，展示12家宁波
进口企业“购物车”里的酒类、食品、
咖啡、水晶、日化美妆等中东欧好物。

作为消博会的“常客”，宁波帝加
唯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薏此次
是有备而来。她带着保加利亚护肤品
牌Biofresh的钻石白玫瑰精油系列
产品参展，还将Biofresh天猫旗舰

店的直播间“搬”到展会现场，给粉丝
们提供“玫瑰护手霜买1件发2件”

“满300减40”等促销福利。
“最近，我们还签下一家罗马尼

亚棒棒糖品牌的中国总代理！昨天晚
上我刚下飞机，手机里的消息就没断
过，直到晚上11点，还在和国外工厂
确认进口订单。”陈薏道出她“忙并快
乐着”的工作状态，“接下来，我们希
望通过消博会的平台结识更多国内
经销商，让‘买进来’的产品能够卖得
更好。”

甬企赶赴
“消博之约”

推着全球购物车

4月 13日至 18日，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在海南举行，吸引71个国家
和地区超4000个消费精品品牌参展。

这是2024年中国首场重大国际性展会，也是商
务部“消费促进年”活动的一场“重头戏”。

本届消博会宁波馆展示的中东欧好物。 通讯员供图

借助进博会、消博会等中国开放
型经济领域重磅盛会，宁波进口商的

“购物车”不断扩容。越来越多全球优
质消费品，将宁波视为进入中国市场
的“桥头堡”。

“这次消博会，我们带来一款捷
克Litovel品牌的扎啤。和往年不同
的是，这款新品，由我们和一位在中
国的捷克酿酒师联合开发，方便国内
消费者在6个月的保质期内开怀畅
饮。而我们合作的布拉格铂赫水晶，
也专门开发了中国龙年的工艺品。”
宁波保税区亚昇祥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张鹏告诉记者。

张鹏注意到，越来越多海外消费
品，愿意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添加“中
国元素”。作为进口商，他不光要帮中
东欧的水晶、巧克力、啤酒等产品，对
接中国的商超、家居商城、餐饮连锁

店等销售渠道，还要成为让外商了解
宁波、了解中国的“推介官”。

消博会不仅展出全球好物，还是
向全球宣传宁波制造的平台。

在本届消博会浙江馆中，宁波的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乐歌股份推出的智能升降桌，作为浙
江“智”造的代表亮相。乐歌股份是智
能升降桌行业标准的牵头制定者。

总部位于宁波的康赛妮集团，是
从事高档毛纺产品的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本届消博会期间，康赛
妮“帆”非物质文化遗产黎锦产业时
尚大秀将于4月15日在海口国际会
展中心外海滩举行，代表宁波纺织服
装企业登上消博会时装周，展示国潮
的时尚魅力。

记者 严瑾 单玉紫枫
通讯员 马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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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渔种养出新招！

早稻晚稻双丰收
还能收获小龙虾

如何既种好粮，又能增收？近日，海曙区试验的“虾稻稻”
种养模式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使粮农在充分保障双季稻的
收成外，通过小龙虾养殖还能每亩获得2000多元的增收。

粮农收入增加了，种粮积极性也更高了，这是怎么做到
的？记者进行了走访。

“虾稻稻”小龙虾“抢鲜”上市了1

保障双季稻，每亩还能净收1000多元2
海曙区稻虾种养模式试验起步

早，走在全市前列，目前已经总结出
了一系列技术经验，并进一步推广。

“早市小龙虾的行情好，价格
高！”杨培波说，现在这个时候小龙
虾刚上市，零售价达到80多元/公
斤，批发收购价50多元/公斤。

稻虾种养模式为粮农带来可观
收益，据农户介绍，每亩小龙虾能增
收2000多元，净收益达1000多元。

“为了增加粮农效益，全省都在
积极推广稻渔种养模式，我们海曙区
在这项技术上起步比较早。”孙健说，
目前海曙区已有稻渔综合种养模式
田地3000余亩，其中水稻和澳洲小
青龙种养1850亩，“虾稻稻”模式600
余亩，还有其他稻田养鱼等模式。

但是稻虾种养模式不可避免会
对粮食种植带来影响，比如养小龙
虾的田地不好打农药，防治病虫害

的要求较高，还会占用田地一定的
耕作时间和空间等，粮食产量相较
于普通粮地要偏低一点，如果稻虾
种养模式只能种植单季稻，则会给
粮食产量带来更大影响，为此海曙
区开展了“虾稻稻”模式试验，做到
农户经济增收和产粮两不误。

孙健说，接下来将进一步做好
试验工作，比如将“虾稻稻”模式应
用到早熟稻、常规稻以及机插秧稻
等田地进行试验，不断进行比对、优
化，提升这一创新模式的优势和可
推广性。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全市稻渔种养模式得
到不断推广，目前已经达到1.8万
亩，成效良好。像海曙区“虾稻稻”这
种养虾和产粮双丰收的模式，是一
大创新突破，值得总结经验、进一步
推广。 记者 陈善君 文/摄

捕捞的稻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