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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床设施养殖、稻虾鳝生态养殖、温棚室内流水养
殖……在湖北省仙桃市，新颖多元的黄鳝养殖方式，正悄
然改变着黄鳝产业的传统面貌。2023年，仙桃黄鳝产量达
8.04万吨，占全国的 22.66%，可以说全国每 5条黄鳝就有 1
条产自仙桃，今年预计产量可达9.5万吨，带动鳝农实现亩
均收入超2万元。

近年来，仙桃市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积极响应湖北省委关于“流域综合治理推动四
化同步发展”的战略部署，将绿色生态与产业发展紧密结
合，深入推动黄鳝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流域单元的系统
治理和水资源的优化利用，仙桃黄鳝养殖实现了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为黄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
新路径。

模式创新：绿色养殖重塑产业生态

在剅河镇千桥村，祥宇种养专业合作社稻虾鳝生态养
殖基地内，金黄的水稻随风轻摆，散发着阵阵诱人的稻香，
偶尔可见几只白鹭悠然自得地穿梭其间，或低头觅食，或
振翅高飞，增添了几分生动与和谐。这里，2万亩晚稻即将
迎来收割季。

“一年下来，每亩田大概有黄鳝 40斤、小龙虾 250斤、
水稻 1300斤，一亩产值近万元。”合作社理事长陈树告诉
记者，黄鳝吃小龙虾，合理控制虾鳝比例能使小龙虾密度
自然减少，虾的品质可以提高一到两个等级，售价也能提
高 30％左右；稻虾的粪便又能为水稻生长提供肥料，改善
农田生态，提高水稻品质，每斤可高出市场价格约 0.3
元。“稻田中的黄鳝从第 3 年开始就可自繁自养，成本更
低，能比传统的稻虾模式亩均再增收 1000 元以上。”陈
树说。

一水三用，一田三获。随着黄鳝与小龙虾的加入，
传统稻田转变为生态共融的绿色田园，真正实现了经济
与生态的双赢。在农业农村部行业专项（黄鳝项目）首
席专家杨代勤指导下，2022 年祥宇种养专业合作社开始
推广稻虾鳝绿色生态养殖模式，实行无抗养殖、不打农
药的种养理念，力争做到“无公害、绿色、有机”的食品
标准。预计到 2025 年，稻虾鳝综合种养面积可达 20

万亩。
随着仙桃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的持续深入，黄鳝养殖

创新突破不断，生态绿色养殖模式日益成为主流趋势。与
剅河镇千桥村不同，张沟镇西堤村的黄鳝绿色养殖则特别
注重水质的调控与保护。望向鱼塘，一口口网箱呈“井”字
型布局 ，每口网箱周边都安装了蓝色的浮筒，让网箱漂浮
在水面。这是宏茂水产集团打造的浮床式生态黄鳝养殖
技术。

“雨季水位过高时，浮桶能抬高网箱高度，防止黄鳝淹
死、逃走；高温时安装遮阳网，降低网箱和水体温度，为黄
鳝创造舒适的环境。”宏茂水产集团技术总监高立明说，公
司将沿海地区的浮床养殖技术与仙桃本土网箱养鳝技术
有机结合，为黄鳝打造一张可移动、可升降的浮床，而且在
养殖过程中使用培藻、培菌方式改善水质。

宏茂水产集团采取“公司+基地+银行+农户”的运营
模式，吸纳养殖户加入浮床生态养殖示范区，公司提供鱼
塘、鱼苗、饲料、技术、收购等服务，农户只需负责喂养。西
堤村黄鳝养殖户田红良承包了25亩，预计今年黄鳝单口网
箱产量高达 110斤。“我的网箱起鱼后能有 110斤左右，比
其它网箱养殖超过20斤左右，收入能增加大约700元。”田
红良说。

养鱼即养水，好水养好鱼。在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和流
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
了显著改善。陈场镇的鳝农们亲眼见证了水质改善带来
的渔业资源恢复。“今年，我们从湖北的孝感、潜江，还有安
徽等地，收购了40多万斤野生鳝苗。”文辉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陈朝辉表示。

近年来，仙桃坚持“养鳝先治水”，把流域单元系统治
理作为壮大黄鳝产业的基础性工程，积极争取中央渔业发
展补助资金3900万元，推进23721亩黄鳝池塘集中连片标
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项目建设，以优良水质保障黄鳝
品质。

品质引领：标准把控铸就品牌价值

每年7月到10月，黄鳝市场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
时节。张沟镇先锋村的黄鳝交易市场，天还不亮便已人声
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鳝鱼批发商聚集于此，穿行在一排
排塑料箱之间，仔细挑选肥美鲜活的黄鳝，好不热闹。

20多年来，黄鳝交易市场已经是全国最大的黄鳝原产
地交易市场，由国家发改委编制的中价·仙桃黄鳝价格指
数（EPI）从这里发布，成为全国黄鳝价格的“风向标”。先
锋村党支部书记朱传宝介绍：“我们这个市场虽然只有 40
亩，但年交易额已超过 6亿元，高峰时每天有超过 20万公
斤的黄鳝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小小村子里的交易市场，缘何引领全国黄鳝价格走
势？秘诀在于“质优”。

黄鳝交易市场专门设立了药残检测室，对每一批入市
的黄鳝进行严格检测，严把交易的首道“质量关卡”。“药残
合格才能进入市场，一旦发现超标情况立即拦停并向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上报，确保消费者吃上放心鳝。”朱传宝说。

依托黄鳝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仙桃市推行检测报告加
承诺达标合格证“双证上市”，实现黄鳝全过程质量可追
溯。消费者扫一扫二维码，便可看到黄鳝从原产地到餐桌
的全过程。

大数据与黄鳝产业的跨界融合，让可视化、集成化、智
能化养殖成为现实。通过仙桃市黄鳝农产品供应链平台，
全市10.6万亩养殖面积、210万口养殖网箱、近200家企业
以及2.7万从业人员信息被纳入数字化管理。

伴随《黄鳝池塘网箱养殖质量控制技术规范》《黄鳝病
害防治技术规程》《活体黄鳝分级标准》等规范标准的实
施，鳝苗入池、饲料投喂、用药安全、尾水处理等均实现了
标准化管理，不断推进产业向绿而行、向新而进。

2023年 8月，湖北出台《省委农办关于支持黄鳝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简称“鳝七条”），“仙桃黄鳝”被
认定为湖北省区域公用品牌。据了解，预计今年“仙桃黄
鳝”的品牌价值将突破200亿元。

作为湖北省的一张特色美食名片，小小黄鳝不仅承载
着仙桃文化的精髓，更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
值，成为了餐桌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粉蒸鳝鱼、红烧黄鳝、爆炒鳝丝、蛋丝鳝鱼汤……一道
道由黄鳝烹饪而成的精美菜肴，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近年来，每逢节假日，更是有不少游客专程前往仙桃尝
鲜。“没想到黄鳝可以做出这么多菜，让我们信心大增。”养
殖户彭丽平欣喜不已，黄鳝菜品多、味道好，能吸引更多的
食客，销量也会水涨船高。

在仙桃，黄鳝早已超越了传统餐厅美食的界限，正在
以即食零食、预制菜等新形态出现在市场上，让味蕾享受
跨越时空限制。藤椒鳝片、鳝鱼粉丝、粉蒸鳝鱼……走进
湖北允泰坊食品有限公司，各式各样的鳝鱼制品琳琅
满目。

“鳝鱼好吃，但鳝鱼体表遍布黏液且不易捕捞，处理
起来很麻烦。”湖北允泰坊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克勤
说。2020年，他找准了黄鳝深加工的切口，研发出几种多
功能鳝鱼清洗宰杀全自动机器，并通过液氮锁鲜技术留
住了黄鳝原有鲜度和口感，深受市场欢迎。为了让仙桃
黄鳝“游”得更远，杨克勤还积极同科研院校合作，将黄鳝

“吃干榨净”，不断延长黄鳝加工产业链条。
“很多产品都被武汉、长沙等大城市的生鲜超市和餐

饮店提前订购了。”杨克勤表示，目前，研发团队研制出了
近 20个黄鳝深加工产品，部分产品还漂洋过海，出口到美

国、新西兰等国家，年销售额达1亿元。

要素支撑：政策金融共促转型升级

“这120万元流动资金，帮了我大忙！”先锋村养殖大户
熊启红说。去年底，由于资金短缺，熊启红的养殖事业一
度陷入困境。关键时刻，仙桃农业银行及时为他量身定制
了“惠农 e贷”金融支持方案，仅3天时间就发放了贷款，解
了燃眉之急。

熊启红的故事并非个例，随着黄鳝产业的蓬勃壮大，
金融支持成了推动其发展的关键引擎，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和精准的服务策略，有效缓解了鳝农资金难题，帮助黄鳝
养殖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的转型升级。

“如果有鳝农缺乏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还能用交易
数据做背书贷款，最高能有 300万元。”朱传宝介绍，2021
年上线的智慧交易结算系统彻底革新了先锋黄鳝贸易市
场的运作模式。

以往，市场依赖手工称重、手写凭证和繁琐的手工记
账，不仅效率低下且容易出错，还伴随着做假账、冒领的风
险。现在，不仅交易中手工账务处理的“痛点”得以解决，
每日的交易数据还能实时、准确地反映在电脑上。基于这
些数据，交易市场推出了背书贷款服务，免费为符合条件
的养殖户提供最高 300万元的贷款额度支持，有效缓解了
养殖户的资金压力。

2023年，仙桃市金融机构为黄鳝产业链累计投放贷款
15.33亿元，为产业注入强劲的资金动力，先锋村的养鳝规
模也从2018年的不到3000亩扩充到现在的7500亩。

在资金保障之外，仙桃市还着眼于产业发展长远布
局，2021年起，进一步明确了黄鳝产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
和具体措施，谋划黄鳝产业示范带、张沟黄鳝全国农业产
业强镇、西流河稻鳝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带一镇一园”

黄鳝产业核心示范区建设，并从全产业链条出发，多措并
举推动黄鳝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9月，湖北黄鳝产业集团投资1亿元，致力于打
造全国最大的工厂化、规模化育苗中心，为黄鳝规模化养
殖奠定基础。同时，《仙桃市黄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简称“鳝22条”）的出台，进一步细化了对黄鳝养殖
的扶持措施，在养殖方面对符合要求的新增网箱每口奖励
10元、稻虾鳝连片种养100亩每亩奖励300元，精准对接了
养殖户的实际需求。

在张沟镇三同村，“小塘并大塘”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连片整齐的黄鳝养殖池取代了往日的零散小坑塘，

“过去，张家3亩、李家4亩，有的种藕、有的喂鱼，基本是靠
天收。”三同村党支部书记张峰说，原来的空闲塘、低效塘
被打造成10亩、20亩不等的标准化养殖基地，新增黄鳝养
殖面积50多亩。

截至今年 8月，仙桃新增 2万亩网箱专养、4万亩综合
种养面积，全年黄鳝网箱养殖面积 15.1万亩、综合种养面
积10.1万亩。

在繁育能力提升、产业链条升级的新阶段，人才成为
未来支撑黄鳝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万名鳝农”培训
计划的实施，每年能培育繁养能手和产业工人约 3300人。
彭建国是西流河镇华严阁村的村民，有着十多年黄鳝养殖
经验，由于野生鳝苗高损耗与养殖高投入的双重压力，
2023年，他把家中鱼塘流转，纳入“小塘并大塘”的整合中，
加入了湖北黄鳝产业集团，在科研团队的指导下，逐渐从
一名传统鳝农成长为精通黄鳝育苗的产业工人，成了远近
闻名的技术能手。

“仙桃黄鳝将聚焦‘种、养、加、销、安’一体化发展，今
年黄鳝苗种繁育达到 10亿尾，年加工产能提升到 2万吨，
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仙桃市委书记孙道军表示。

全国黄鳝美食邀请赛现场

好
水
好
水

好
鳝
好
鳝

好
生
态

好
生
态

—
—
湖
北
省
仙
桃
市
黄
鳝
产
业
绿
色
转
型
发
展
纪
实

▶黄鳝苗种选育

◀仙桃黄鳝生态养
殖基地

红柳烤鳝片

黄鳝美食 鳝龙天下

仙桃鳝鱼粉

仙桃农展馆

本版图片由仙桃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