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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赛摘得两金三银

新春佳节将至，微山县高楼
乡永胜南村村民历广营每天都
会去自家塘口转一圈，捞些鲜活
螃蟹打“飞的”发货，“还准备着
2000多斤精品蟹供应春节市场，
3母4公8只蟹线上售价328元。”

高楼乡位于微山县西南部，
辖区总面积400平方公里，其中
水域面积353平方公里，约占微
山湖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当地养
蟹历史悠久，大闸蟹养殖10 . 5万
亩，2012年获评“中国河蟹之
乡”。

永胜南村又是高楼乡的核
心养殖区，家家户户养殖大闸
蟹，养殖面积近2万亩，是远近闻
名的“大闸蟹村”。

要论当地谁养的大闸蟹大
又好，29岁的“蟹二代”历广营排
得上号。“微山湖水质越来越好，
再加上生态养殖，个大、品质高
是我们大闸蟹的优势。”他说。

2024年10月，微山县大闸
蟹组团参加2024首届河蟹产业
(上海)博览会。在这场超百家
大闸蟹品牌同台竞技的博览会
上，微山湖大闸蟹一战成名，摘
得两金(共3个金奖)、三银(共9
个银奖)。历广营养殖的“誉升
牌”微山湖大闸蟹捧回了一个
金奖。

在全国大赛上与国内传统
优势品牌“打擂”获胜，是以前历
广营不敢想的事情。9年前，这位
年轻的“蟹二代”接过父辈的接
力棒，养殖了8个塘口200余亩大
闸蟹。

“如今，大闸蟹吃得好，三荤
三素一汤，荤是野生田螺、小鱼、
小虾，素是熟玉米、大豆、茂盛的
水草，再加上清澈的湖水，这样
养出来的大闸蟹青壳、白肚、金
爪、黄毛，体壮膏肥，吃起来香味
浓郁。”历广营说，好水养好蟹，
如今他的“底气”源于微山湖的
一泓好水与生态养殖。

名蟹一波三折“爬向”全国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
土 琵 琶 ，唱 起 那 动 人 的 歌
谣……”

与微山湖打了36年交道，微
山县南四湖综合管理委员会总
工程师张保彦对这首歌曲情有
独钟，湖水与歌谣承载着他对渔
湖事业的情怀。

因《铁道游击队》闻名的微
山湖，其实是4个南北相连湖泊
的统称。从高空俯瞰，穿湖而过
的京杭大运河自南向北将微山
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连
成总面积1266平方公里的“南
四湖”，这片大湖成为淮河流域
第二大、长江以北最大的淡水
湖。

张保彦介绍，这片大湖人工
养殖大闸蟹的历史已有30余年，
期间经历了大养蟹、养大蟹、养
生态蟹三个阶段，如今正迈入养
精品蟹的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渔湖产品逐
步走向市场经济。1990年代中
期，河蟹规模化人工繁殖取得突
破，大闸蟹从江苏引入微山，微
山湖随即进入大养蟹时代，养殖

规模急剧膨胀，不仅湖畔池塘大
多转向养蟹，而且湖面围网密
布，但养殖的河蟹个头小、产量
低、质量差，加之沿湖工业污染
严重，每年汛期都会发生湖泊污
染事故，大湖水质堪忧、环境恶
化，养殖户收入低而不稳，效益
微薄。

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一期
工程启动，微山湖流域治污战役
打响，湖水质量逐年好转，10年
治污水质达标，河蟹在一湖碧波
中“安了家”。与此同时，大闸蟹
养殖技术改进，放养的蟹苗由

“豆蟹”改为“扣蟹”，河蟹生长周
期由1年改为2年，养成规格由1
两变为2 . 5两以上，进入养大蟹
阶段。

“养殖投入增加，品质好转，
但由于品牌知名度低，微山湖大
闸蟹很多时候成了明星产品的

‘替身’，身价低廉。”张保彦说，
当时微山湖只有养蟹户，没有

“卖蟹人”，只有蟹子，没有牌子，
市场也不大，蟹子成熟坐等外地
商贩上门收购，压价现象严重，
卖不上价钱，“仅三成养蟹户赚
点钱，其他或平或亏。”

水质越来越好，大闸蟹品质
“水涨船高”，拓展市场成了问
题，微山县政府出手，2013年斥
资从当地企业手中赎买“微山
湖”商标，作为全县渔湖产品的
区域公用品牌，“拢指成拳”进击
全国市场。

这期间，微山湖畔头脑活泛
的养蟹户们也“南征北战”开拓
市场。历广营的四大爷历恩付和
周边别的“买卖人”北上盘锦、天
津，南下上海、杭州、昆山等，跑
通一条条销路，微山湖大闸蟹开
始“爬向”全国。

以永胜南村为代表的微山

湖养蟹户们致富了，他们或自建
了新房，或搬进了村居楼房，中
高端私家车在村里屡见不鲜。

“铁粉”新生代注入新活力

微山湖环境越来越好，渔湖
产品名气日益响亮，一幅碧波荡
漾鱼鸟跃、野趣悠然乐生活的

“富民湖居图”在微山县徐徐展
开。家乡巨变见证着时代发展，
也牵动着游子们的心。

2015年，从英国利物浦大学
研究生毕业后，在微山湖畔长大
的张贤明进入苏州银行工作，阳
澄湖大闸蟹的高身价带给他很
大冲击。2019年，他毅然回到家
乡微山县韩庄镇，运营山东天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启“湖娃”
养蟹之路。

韩庄镇地处微山县南部、微
山湖东畔，与高楼乡隔湖相望，
交通较为便利，这也是张贤明返
乡创业落地在此的重要考量。

创业之初并不顺利，如何提
升养殖环境，摆脱大闸蟹养殖

“靠天吃饭”的魔咒？专业化改造
池塘，陆续在韩庄镇石庄新村建
成养殖面积1000余亩的大闸蟹
基地；搭建数字化养殖平台，将
大闸蟹亩均产量由250斤提升至
300斤；打造“韩庄湾”大闸蟹自
有品牌，提升市场辨识度；建成
省内最大的智能云仓，基地内开
设直播间，大闸蟹打“飞的”送货
上门；采用“公司+村集体+合作
社+养殖户”统一销售模式，辐射
带 动 大 闸 蟹 生 态 化 养 殖 2 万
亩……

一番操作下来，张贤明带领
公司步伐铿锵。2024年，微山湖
畔的韩庄湾大闸蟹销售180万

斤，销售收入5000万元，线上销
售占40%，带动144户养蟹户走
向全国，为石庄新村集体增加收
入30万元，100余名村民参与基
地养殖、挑蟹、直播等工作领取
工资收入，人均增收近2万元。

“今年主打线上销售，将基
地直播间从6个增加到20个，全
面铺开蟹卡销售。”张贤明坦言，
韩庄湾大闸蟹2025年的销售额
是“一个小目标”。

在全县层面，规划建设“微
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和现代渔
业示范区、成立微山湖大闸蟹产
业联合会、生态化改造推广绿色
循环养殖、培树龙头企业和合作
社、打造“五统一”示范基地、举
办微山湖大闸蟹文化节、北上南
下亮相全国知名展会、创新推出
大闸蟹水文指数保险产品、合作
速运公司实现“今天在基地，明
天在餐桌”的极致时效……一个
个涉及微山湖大闸蟹的努力故
事，正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演。

作为微山湖大闸蟹的核心
产区，微山县高楼乡一边大力推
广绿色生态养殖，一边积极拥抱
电商经济，塑品牌提身价，乡政
府出资建设电商直播基地，招引
优质电商企业免费入驻，打造共
享直播间，孵化“渔村网红”宣推
家乡。

2022年，微山湖旅游区晋级
国家5A级景区。这一年，在外打
拼多年的电商项目从业者张夏
钧，参加微山县举办的招商活动
后深有感触，决定返乡发展。

2023年年初，她驱车在微山
县寻找“落脚地”，来到高楼乡，

“这里4万亩藕虾套养园区、20余
万亩的大闸蟹养殖基地、独特的
渔家水街深深吸引了我，这就是
我放飞梦想的地方。”

张夏钧在高楼创办了山东西
岸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带领
专业团队，入驻高楼乡电商直播
产业园。半年后，一个由高楼本乡
村民组成的电商团队组建完成，
她们先后获评济宁市电商直播先
锋、微山县十佳电商企业。

两年来，张夏钧带领团队开
设直播、短视频等相关培训30余
期，孵化本土网红20余人，培育
出“刘岛主”等知名网红；带领村
民成立藕花虾田农业专业合作
社，线上直播销售鲜活的微山湖
大闸蟹、藕花虾田白莲藕等渔湖
产品2000余万元。

高楼乡得天独厚的渔湖风
光不仅吸引了张夏钧，还吸引着
各地来客。万亩藕花虾田景区、
渭河渔家水街景区、永胜庄台大
闸蟹美食节、小龙虾美食节、藕
花虾田赏荷文化节，渔家乐、乡
村休闲游、美食体验游逐渐兴
起，配套的民宿、垂钓基地、酒吧
茶室拔地而起。

张夏钧埋头孵化“渔村网
红”之际，还格外关注、积极参与
高楼的农文旅融合项目发展，她
邀请外地好友在当地投资了民
俗和咖啡馆。

“大闸蟹要不断蜕壳才能长
大，我们也不能一直窝在‘老壳’
里，必须与时俱进，才能生机勃
勃。”张夏钧意识到，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春天已然来到微山湖畔。

政企合力，点“蟹”成金

鲜活的微山湖大闸蟹“爬”上全国餐桌
张夫稳 王浩然 济宁报道

微山湖不仅传唱着动人的歌谣，更是一座日出斗金的“聚宝盆”，孕育出丰富的渔湖产品，大
闸蟹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微山湖大闸蟹2022年品牌价值已达95 . 26亿元，2024年入选好品山东地标品牌，在2024年首届
河蟹产业(上海)博览会上摘得两金三银，位居《2024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水产)区域公用品牌声誉
TOP100》第13位、大闸蟹类第3位……

作为水产区域公用品牌的佼佼者，微山湖大闸蟹“横行”崛起的品牌之路，是一段从湖泊走向
全国，乃至世界的佳话，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

围绕一只蟹，如何开展品牌建设强农助农、赋能乡村振兴，让更多人站到区域公用品牌肩膀
上发家致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深入微山县，探访了微山湖大闸蟹的“成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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