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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先天不足的“优势”

黄河入海前最后的冲积平原
就是垦利县。特殊的地理环境原本
对垦利并不利，土壤中含碱量非常
高，不仅不利于作物生长，甚至连
树木都难以长大。
但从上世纪 90年代起，垦利

人发现了他们特有的优势。
垦利县辖五镇两个街道办，最

知名的镇当数永安镇。当地镇政府
人士介绍，来这里参观的各地企
业、政府人士、商家络绎不绝，绝大
多数都是奔着黄河口大闸蟹而来。
永安镇随处可以看到白色的

水平面，一个池子就有10亩面积，
往往多个连在一起，一望无际。池
塘边上建有供看蟹人休息的小屋。
78 岁的路广善就坐在小屋边，望
着自家的一个池塘。那里面，像小
孩拳头大的螃蟹，成群趴在岸边。
路广善家的大闸蟹养殖规模

不算大，4个池子大约有 40亩，每
个池子每年能产 1000多斤螃蟹。
与路广善家情况相似，当地人

养殖螃蟹就像寿光人搞蔬菜大棚一
样普遍。永安镇十村供销合作社社
长刘元举对螃蟹的习性非常了解：
“黄河口大闸蟹在海水中孵化，但在
淡水中生长。从全国范围来说，垦利
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黄河从这里入海，在渤海中孵

化的螃蟹会沿河逆流，回到黄河或
各种支流、湖泊。刘元举所说的地
理优势就是螃蟹的生理习性：圈个
池子，放上黄河水，只要有蟹苗，养
蟹很简单。
路广善是最早开始自主养蟹

的居民之一。但他们长期单打独
斗，直到 2010年，当地结合国家级
现代农业优质鱼产业项目的实施，
规划建设了永安镇万亩黄河口大
闸蟹养殖基地，一期投资 1500万

元建成了 2000亩标准化大闸蟹养
殖池塘，推广生态养殖和大规模养
殖育肥技术。
政府组织和规模化程度的提

高，使黄河口大闸蟹迅速入选“山
东十大渔业品牌”，并跻身“全国十
大名蟹”。当地政府统计数据显示，
到2011年10月份，垦利县共发展大
闸蟹养殖基地40万亩，年产商品蟹
6000多吨，实现产值近7亿元，已成
为黄河三角洲地区最大的大闸蟹
生产集散地。

阳澄湖边来的买

蟹人
作为垦利县养蟹规模最大的永

安镇，现在已经名声在外。2010年12
月，垦利县永安镇被中国渔业协会
河蟹分会评为“中国大闸蟹之乡”。
“大闸蟹之乡，就像我们都说自

己祖辈是从山西大槐树来的一样，
这个称号很厉害。”刘元举笑着说。
刘元举没有说透的意思是，全

国很多湖泊的一些大闸蟹，在它们
很小的时候，喝的都是黄河水。
在大闸蟹还没有长成大闸蟹

的时候，它们叫“扣蟹”。成熟的大闸
蟹在秋末冬初会到海水淡水混合
的近海区产卵。在自然界，受精卵
要经过 4个月才能出苗，刚孵出的
幼体很小，形状像水蚤，称蚤状幼
体；蚤状幼体经过五次蜕皮，大约
35天长成蟹苗，叫大眼幼体，又叫
“豆蟹”；随着蟹苗再蜕一次皮，就成
了幼蟹；等幼蟹经过 3个月的成长
期，就成为“扣蟹”。
但就像人类改变了很多时蔬

的生长期一样，人工繁殖明显缩短
了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时间。
在东营市玉峰水产有限公司，

农民打扮的李玉峰指着自己池子
里的扣蟹说：“这些扣蟹明年就会
成为四两左右的成蟹。”

李玉峰是垦利县永安镇牛圈
村人，他的一块大头业务就是“扣
蟹”销售。在他年销售400吨的大闸
蟹体系中，扣蟹能够占到 150 多
吨，销路包括韩国，国内的阳澄湖、
洪泽湖、安徽巢湖等。
“这些湖区的很多成蟹，小时

候就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李玉
峰说的几个湖区，在地理环境上与
垦利县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靠近
长江。尤其是阳澄湖接近长江入海
口，大闸蟹的成长环境和黄河口大
闸蟹非常相近。
“具体原因咱也说不上来，

很多阳澄湖边的养殖户会来这
里拉扣蟹，然后放养到阳澄湖
里。”李玉峰坦言，尽管部分阳澄
湖大闸蟹和黄河口大闸蟹同源，
但由于成长环境不同，很难比较
谁更好吃。在他看来，阳澄湖和
黄河口大闸蟹最大的区别在于，
二者名气上相差太大。
在诸多媒体报道中，阳澄湖大

闸蟹近几年频频遭遇假冒风波，不
乏太湖等湖区的螃蟹，被拿到阳澄
湖“洗澡”后变成了阳澄湖大闸蟹。
这种情况在垦利县一些养殖户看
来并不鲜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养殖户称：“一直有江苏苏州的养
殖户来收购螃蟹。”

钻天猴一样飙升

的价格
对养殖户来说，他们只管销

售，并不关心自己的大螃蟹最终以
什么身份登
上消费者餐
桌。在他们看来，
阳澄湖大闸蟹的混乱局面
一天不解决，黄河口大闸蟹的销量
和名声就会一天比一天好。
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他们

更关心大闸蟹的价格。黄河口大闸

蟹的价格追赶得一点都不慢，“就
像钻天猴一样，一下子就快要顶天
了。”

在永安镇300米左右的大街
上，聚集着近20家螃蟹销售店。10
月中旬处于大闸蟹的市场高峰末
期，南来北往的车辆络绎不绝。
创新黄河口大闸蟹购销中心

的解新立已经忙活了半天，自家
1800多亩池塘里的螃蟹，除了上门
拉货的，很大一部分通过销售店卖
给了客人。
解新立的螃蟹分为三种：个体

在 3两以下的小螃蟹被集中在尼
龙袋里，主要面向普通顾客，这种
螃蟹蒸着吃有些小，主要用来油炸
或者做香辣蟹等菜肴。个体在 3两
至 4两的螃蟹被集中在一个大池
子里，这些属于池子里精养的群
体，每斤价格是80至95元，面向大
客户和批发商，极少散卖。
最顶级的当数模拟自然环境

的散养螃蟹，这些螃蟹个头大，普
遍集中在 4两至 5两，每斤售价在
230元以上。这类螃蟹因为味道鲜
美和少见，除非和店主有非常好的
关系，“否则一般买不到。”
多数大闸蟹销售店店主除了

自己养殖，也有收购的螃蟹出售。
根据本报记者综合的价格信息，近
几年螃蟹价格一路飙升，像半斤左
右的大闸蟹，今年的收购价已经超
过 100元一斤，就连那些个头最小
的一两多重的，收购价格都到了十
多块钱一斤。而以前平均每斤 20
多元的大闸蟹，现在平均每斤价格
已经超过 50元。
解新立说，现在黄河口大闸蟹

销售范围包括天津、北京、济南、唐
山、上海和青岛等。这些销往国内
各地的大闸蟹，按城市不同，一般
每个都会涨20元到50元。仅在东营
市一家上档次的酒店里，4两左右
的大闸蟹，每个售价就高达180元。
而东营玉峰水产加工有限公

司的李玉峰，几年培养出一只 506
克的大闸蟹，它栖身于李玉峰公司
的一个普通水塘里，“这只螃蟹如
果要卖，至少要卖一万五千块钱。”
李玉峰用网兜从水里捞出这只和
同类相比堪称蟹界“姚明”的螃蟹，
很是骄傲。

礼品蟹价格再翻

几个跟头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黄河口

大闸蟹迎来近两年的价格最高峰。
李玉峰在此期间，一天能卖五六十
万元的螃蟹，每斤平均价格卖到了
80元。蟹农已经感觉收入提高，但他
们并不清楚，这些螃蟹到了北京等
大城市，身价还会翻好几个跟头。
北京众思博智是一家负责礼

品蟹销售的公司，其董事长聂卫宏
负责联系阳澄湖等地的螃蟹销售
商，然后在北京以礼品卡的形式销
售，顾客只需打一个电话，就会有
人把阳澄湖大闸蟹送货上门。
“近几年螃蟹的行情简直没法

说，忒火。”聂卫宏很感慨，“在北
京，就是中秋节前后一个月的时
间，一个销售礼品卡的普通业务
员，业务最高的，你猜一个月能拿
到多少提成？80万！”
聂卫宏说这话时，自己从玉峰

水产公司定的几个礼盒已经包装
完毕，“这是带回北京，送给亲戚朋
友和客户品尝的，如果味道差不
多，以后我就从这里定礼品蟹。”
“味道差不多”一语，指的是黄

河口大闸蟹和阳澄湖大闸蟹相比
较。聂卫宏直言不讳：“我干这个已
经很多年了，阳澄湖大闸蟹的名声
是大，但现在假冒的确实很多，在

无法判断我订购的阳
澄湖大闸蟹是否
真实的情况下，
如果能有一个
品质差不

多

的替代品，尽管名气相对小一些，
但至少保真。”

聂卫宏前一天在垦利参加
黄河口大闸蟹推荐会，现场品尝
了黄河口大闸蟹的味道，“我觉
得和阳澄湖大闸蟹相比，口感、
味道都差不多。”这种印象让聂
卫宏准备放弃和阳澄湖大闸蟹
养殖户多年的合作，“只要客户
说黄河口大闸蟹味道好，我就从
这里订购。”

在这次推介会上，东营市知
名螃蟹企业几乎全部到场。李玉
峰忙得一塌糊涂，接待来自全国
各地的客商，除了像聂卫宏这样
的礼品企业，多数都是和螃蟹有
直接关系的经销商，其中不乏江
浙地区的客商。

两条腿和八条腿

聂卫宏在螃蟹销售中打拼多
年，在涉及到黄河口大闸蟹推广问
题上，他当着当地招商局局长的面
也直言不讳。“黄河口大闸蟹起步
晚，名声小。推广并非简单的电视、
报纸、广告牌轰炸就行，而是一种
文化的建设过程。”
“没有一个地理标志性品牌

的打响，能够离开政府的支持。”
聂卫宏说：“政府是诚信的代表，
政府如果能够加大推广力度，无
疑会给产品镀上一层金，推广时
有极大优势。”

当地政府同样注意到了这
一点。东营市水产品质量监督管
理站站长燕会东介绍，政府分别
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对黄河口
大闸蟹投资 1000 万元、500 万
元。投资主要用于养殖加工技术
研发推广和销售网络体系建设
等方面。

而为了保证大闸蟹质量，以
李玉峰为代表的企业家也纷纷
开发了大闸蟹保鲜技术等。比如
李玉峰就采用“鲜活水产品仓储
保鲜方法”和“鲜活水产品恒温
仓储装置”两项国家专利技术来
储存鲜活大闸蟹。
如今开车进入东营，从高速路

上就能看到巨大的黄河口大闸蟹
广告牌，黄河口大闸蟹甚至还爬上
了中央电视台。而 10月中旬举行
的垦利推介会，只是北京、上海、香
港、青岛、济南等地大规模推介会
的一个微小组成部分。
“一个很细节的问题，我这

次买的礼品蟹，最小的 5 斤装。
对送礼来说，显然有些大。如果
一个礼盒我们卖 800 元，大盒子
成本在 300 元左右，小盒子可能
只需 200 元，我们当然希望买成
本小的。”聂卫宏说，收礼吃螃蟹
的人往往见多识广，且有一定的
社会影响力，这个群体对一个品
牌的正负面传播效果都非常大。

实际上这些细枝末节暴露
的正是东营黄河口大闸蟹在名
声尚未爆棚时，以批发为主的粗
放型经营方式带来的产品不够
高端的现实。聂卫宏总结：“黄河
口大闸蟹现在价格也不低，但质
感稍差。改变不仅需要养殖户努
力，更需要政府加油。”
当地政府部门也有这个打算。

多名相关部门官员均表示：黄河口
大闸蟹的推广和质量是不可分离
的两条腿，只有这两条腿走好了，
八条腿的黄河
口大闸蟹，才能
赶上甚至超过阳
澄湖大闸蟹，真
正“横着走”。

蛤万里黄河奔流9省，最终从东营归于渤海。海河交汇之处风光旖旎，特殊的地理环
境成就了国内一大特产——— 黄河口大闸蟹。

蛤有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在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乡——— 东营垦利县，尽管官方人士
竭力避免把黄河口大闸蟹和闻名全国的阳澄湖大闸蟹比较，但阳澄湖里的很多螃蟹，在
它们很小的时候，故乡就是东营垦利。

蛤与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多的负面信息相比，东营市每年都投入资金用于黄河口大
闸蟹的技术研发推广，建设销售网络。价格逐年上涨的黄河口大闸蟹也有一个梦想：像自
己的同胞阳澄湖大闸蟹一样，有朝一日能够“横行”全国。

黄河口大闸蟹
“横行”梦想

文/本报记者 张子森 顾松 片/本报记者 左庆

为防小偷，个头较大的螃蟹都在蟹田中间
的围栏里。

大闸蟹销售为当地人带来了滚滚财源。 现在蟹农的维权意识商标意识越来越强。

黄河口大闸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