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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姓名：沈颖啸

●事迹：从事稻虾养殖产业，因“虾

稻共作”模式创新与推广，曾获得过

2018年崇明区新型职业农民标兵。他

所运营的合作社也在2018年被认定

为博士农场。他组织编撰的《稻田小

龙虾种养结合技术操作规程》获评

2017度市级先进操作法创新奖。

如今的新型

职业农民肯定要

懂技术、懂生产、

会经营。如果能

带动更多农户增

产增收，那是再

好不过的了。我

一直打算扎根农

业，为崇明花岛、

生态岛建设栽树

育林，把汗水洒

在家乡农田里。

在生态岛建设背

景下，我们有更

多可耕耘家乡的

空间。对合作社

发展，我们有个

小目标，就是做

强做大，带动周

边农户共致富。

——沈颖啸

“

在约采访的两周时间里，笔者深

刻感受到沈颖啸在小龙虾销售高峰

期的忙碌状态。说话快言快语，走路

“带风”，沈颖啸将生活加速，是因在

小龙虾销售的每一刻都是争分夺秒

创产增收的重要时段。在这位“85

后”的年轻农业创客身上，笔者感受

到了澎湃的热情。

采访崇明两年，我在采访过程中

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农业创客投

身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其实，年轻农

业创客面临的挑战不小。沈颖啸就

曾创业初尝试失败，直面过95％小龙

虾死亡的困境。但对青年人来说，创

业是不妥协的过程。沈颖啸调整模

式，迅速找到盈利点，在生态农业发

展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在崇明发

挥青年农业经理人的示范作用。生态

农业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年轻人投入。

如今越来越多返乡创业的青年身影

汇集生态崇明岛，在奋斗中释放青春

激情、追逐青春理想。未来可期。

崇明在建设世界级生
态岛的同时，近年来也在
打造生态农业品牌，现已
成功推出了清水蟹、“两无

化大米”等产品。在水系发达的崇明，目前又多了一个鳃
白、黄多、肉味清甜的“虾稻共作”循环水养小龙虾。

今天，本报推出“乡村好青年 致富带头人”系列报道的
第二篇，关注“85后”崇明“新型职业农民标兵”沈颖啸。他
作为崇明小龙虾培育的“示范人”，把更增产的农业种植模
式带给身边的农户。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沈总，听说你们小龙虾虾苗不
错。我要预定。”随着第一批小龙虾在
沪上市，沈颖啸每天会接到崇明当地
农民打来的四五通订购电话。“如今
崇明推进绿色养殖。我们基地推广
的小龙虾养殖模式越来越被当地的
农户接受。”新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沈颖啸介绍说，这种养殖方
式已带动崇明不少农户增产增收了。

小龙虾已经成为不少市民餐桌上
的不可缺少的美食。在接受采访时，
沈颖啸正处在一年最忙碌的时节。据
介绍，5－8月是小龙虾上市与销售的

“黄金时段”。在4月养育小龙虾虾苗
的业务业务量达到“顶峰”。每天接收
本地、外地订单、配送龙虾虾苗、负责
指导……沈颖啸在最忙碌的4月和5
月每天休息时间不超过5小时。

站在基地近400亩的池塘前，沈
颖啸捞起半个大拇指长的小龙虾虾
苗介绍说：“这些虾苗就和鱼塘的鱼
苗一样。我的工作就是对接农业科
研方与小龙虾养殖方，培育优质虾
苗，卖给更多养殖户。”

提到小龙虾产地，不少人都会对

江苏盱眙、湖北潜江印象深刻。若在
上海崇明养殖小龙虾，又有何特殊之
处呢？“崇明水系发达，近几年在推广
无化学农药、无化学肥料的‘两无化
大米’时，我们在同步推出水稻田里
养殖小龙虾的模式。因为生长环境
无公害，小龙虾能产出鳃白。而营养
丰富的水域能使虾肉紧致弹嫩。”沈
颖啸介绍说，崇明大规模养殖小龙虾
是从近几年才开始的。其中，沈颖啸
就是第一批养殖的参与者。

令记者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新型
农业经理人是“半路出家”从事农业
的。1988年出生的沈颖啸是土生土
长的崇明人。成年后进入武警部队
历练的沈颖啸常年在外地工作。
2013年转业后，沈颖啸回到崇明并
在一家事业单位就职。在工作中他
接触到了崇明部分现代化农业项目，
不甘于朝九晚五生活的沈颖啸逐渐
萌生了以现代化农业为创业项目的
想法。2015年，沈颖啸决定辞职，在
崇明创业。接手上海新平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他在崇明三星镇永安
村流转近400亩土地。

经过一番调研，沈颖啸将目光放
在了蓬勃发展的小龙虾市场。在建
设小龙虾基地前，沈颖啸与团队成员
到湖北潜江、江苏盱眙、安徽全椒等
小龙虾知名产地考察并引进了一批
小龙虾品种。2016年，他购买了3万
余斤龙虾虾苗至崇明养殖。

“当时并不知道虾苗娇弱，可接受
的运输时长在2小时以内。”2016年，
沈颖啸从优质产源地运输到上海的小
龙虾虾苗经长距离颠簸，在崇明生活
不到1个月便死亡了。面对136亩水
域中95％的小龙虾死亡情况，沈颖啸
站在水塘前彻底蒙了。“创业难免遇到
波折。当时可谓是经历了‘滑铁卢’。”
沈颖啸刚开始面对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有些难以接受。可创业哪有一帆风顺
的事？在家人鼓励下，沈颖啸和团队
抖擞精神，调整起基地发展步伐。

“我一心想做崇明最大、最优质、
最生态的小龙虾基地。”沈颖啸的创
业梦想却面临着新平基地基础设施
条件差、生产方式传统、品质把控较
难的问题。为将小龙虾养殖做好、做
精，沈颖啸积极争取了崇明区农委的
技术支持。

在专家们的指导下，沈颖啸继续
尝试应用稻与小龙虾共生模式。大规
格亲本选育和提纯复壮，以及规模化
同步繁殖技术，新平养殖基地终于破

解了传统养殖困境。与此同时，沈颖
啸考虑从销售“成年”小龙虾转变为育
种售苗。在繁育种苗时，崇明虾稻共
养模式体现了优越性。小龙虾在营养
丰富的水域中繁殖率提高。2017年，
培育基地里每亩投50公斤小虾苗，4
月每亩产苗可达到150公斤。

在“两无化大米”种植区域成长
的小龙虾虾苗一上市，便卖出了60
元一公斤的好价钱。虾苗也被崇明
本地农户抢购养殖。此外，沈颖啸的
小龙虾基地因育苗品种优，拿到光明
集团养殖基地的订单。每年有不少
于25000斤的小龙虾虾苗由新平发
往光明集团等养殖基地。沈颖啸也
因突破创新养殖方法，获评2017年
度市级先进操作法创新奖。2018
年，沈颖啸的稻虾养殖技术再次升
级，水稻田不用化肥、不用化学农药、
全程追溯。小龙虾在此也获得了更
优质、健康的生长空间。

创业带动就业。沈颖啸的小龙
虾基地生意越发红火，带动周边500
余名农民投入该产业，为当地农民提
供临时就业岗位31个。他将养殖经
验与技术团队研发成果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组织、编撰了《稻田小龙虾种养结
合技术操作规程》。该本规程作为养
殖“指导教材”进入更多养殖户家中，
指导农户科学合理养殖小龙虾。

据介绍，小龙虾在水温为10－
30℃时均可正常生长发育。上市时
间通常在5－8月。沈颖啸与小龙虾
种植团队通常冬天就进入“冬歇”。
沈颖啸介绍说，每年入秋后小龙虾在
洞中产卵要多达40多天，而在这期
间，小龙虾生产、销售进入淡季。为
将销售时间延长，提高农户收入，如
今他与技术团队在探索将小龙虾养
殖在温室大棚中，从而提前龙虾成长
时间。此举有望进一步将小龙虾上
市时间提前，甚至“四季上市”会成为
可能。

沈颖啸介绍说，大棚式饲养可让
冬天小龙虾进入适宜生长期。但技
术上会遇到大棚控温、水质把握与供

氧平衡等问题。2018年年底，沈颖
啸与高校科研团队针对上述技术难
题已突破尝试了温棚养殖法。双层
薄膜覆盖的大棚在夏天会控光，进入
冬天便依托装置智能控温。过滤进
水装置满足了小龙虾生长、繁育需
求。沈颖啸对生产的目标很明确：

“这些年我们基地主抓生产，影响周
边农户合理养殖。”

目前小龙虾已经在沪小批量上
市。“由于市场需求量大，本地养殖的
小龙虾不愁销路。”沈颖啸透露，目前
崇明“成年”小龙虾销售价格已达100
元一公斤。相比于2018年上海夏季
普通小龙虾平均36元每公斤的售价，
崇明小龙虾的市场价格处于高位。

[记者手记]

情怀 放弃“铁饭碗”本土创业发展家乡

攻坚 摆脱“死亡魔咒”亩产虾苗150公斤

展望 尝试温棚繁殖 提前小龙虾上市时间

转业军人把小龙虾做成大生意
养殖基地带动周边500名农民入门 提供临时岗位31个

越来越多青年投身农业 崇明未来可期

沈颖啸在处理小龙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