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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700万亩稻渔“链”就全产业

笔者8月9日从四川农业大学获悉，该校

成功培育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黑

色肉兔新品种——天府黑兔，并通过国家审

定。这是四川省继川白獭兔、蜀兴1号肉兔之

后的第3个兔新品种（配套系），对于替代国外

引进品种、增强核心种源自主可控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此次研发的天府黑兔具有肉质优良、肌肉

结实、无膻味，蛋白质、鲜味氨基酸和肌内脂肪

含量高等特点。四川农业大学相关负责人介

绍，天府黑兔肌肉蛋白质含量23.38%、总氨基

酸含量21.15%，分别较同类型的新西兰白兔高

5.03%、13.7%。除此以外，该品种10周龄出栏

体重达到 2.2 千克以上，育肥期平均日增重

38—40克，分别较同类型的新西兰白兔增长

10.6%、12.1%。

天府黑兔的成活率高，繁殖力强，适应性

好。据了解，天府黑兔的断奶成活率达

92%，断奶至12周龄成活率达96%，分别较

同类型的新西兰白兔高 3.0、5.2 个百分点。

天府黑兔还适合在我国不同生态区养殖，在

四川、山东、重庆、云南等地都表现出良好的

生产性能。

（曾涵婧 陈科李诏宇）

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黑色肉兔新品种育成

提升养殖技术 攻克加工难点

“7 月底去上海参加预制菜展览活动，我

们就带上了今年刚出的小龙虾加工产品，意

外火爆。”近日，六安市天润农业负责人汪家

玲高兴地告诉记者，企业加工的速冻清水小

龙虾和小龙虾预制菜系列产品受到上海餐饮

企业青睐，目前已经和上海一家餐饮连锁企

业达成初步意向，向其供应小龙虾加工产品。

据省农业农村厅渔业局统计，截至 7 月

底，全省新增稻渔综合种养面积84万亩（占年

度任务的105%），总面积达到717万亩。规模

迅速扩张的同时，我省不断优化种养结构布

局，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促进稻虾产业从繁

育、养殖到加工、流通、餐饮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融合发展。2022年，全省25家规模小龙虾

加工企业总产值实现13.36亿元，为做好“农头

工尾”增值大文章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虾-稻-鳖综合种养收益高

炎热的八月，小龙虾养殖季已过，但位于

霍邱县周集镇的枫浩水产养殖合作社基地

里，仍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绿油油的水稻

即将抽穗，今年的虾稻连作即将取得好收成。

“我们总共养殖稻虾500多亩，小龙虾亩

产200多斤，全都卖光了，市场供不应求。”合

作社负责人薛业静高兴地说，小龙虾的“走

俏”得益于养殖技术的革新和品质提升。

“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稻田小龙虾繁殖

与养殖技术粗放、稻田资源利用效率低、小龙

虾加工技术工艺开发缓慢、产业链不完善等，

成为制约产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瓶颈’。”省农

科院水产研究所副所长何吉祥介绍，为此，省

财政厅与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农业经济与

信息研究所、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共同组织实

施了“虾稻鳖生态高效种养及小龙虾加工技

术转化”项目，以稻虾繁养分离和虾稻鳖高效

种养、小龙虾加工技术及数智化服务能力提

升为突破口，加快提升产业化水平。

“原来养殖小龙虾都是自繁自养，2020年

开始实行繁养分离。”薛业静解释说，在省农

科院水产研究所专家团队指导下，他们按照

面积比 3:7 的比例合理配制小龙虾繁殖区和

养殖区，实现了繁养分离。“以前不知道里面

有多少苗，不知道该怎么投喂，小龙虾个头都

很小。繁养分离后，就可以根据虾苗数量进

行精准投喂，个头明显大了一圈。”薛业静告

诉记者，今年，出产的4钱重以上的小龙虾占

到80%以上。其中，4-6钱重小龙虾每斤可卖

到12元-13元，7-9钱重的小龙虾每斤可卖到

15元-17元，收益比往年明显增加。

省农业农村厅渔业局有关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我省印发《持续推进全省稻渔综合

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由追

求产量的“高密度、养小虾”向以质量效益为

中心的“低密度、养大虾、生态虾”转变。同

时，积极开展“一稻二虾模式”（小龙虾+水稻+

罗氏沼虾）的示范应用，集成创新一批稻虾、

稻鳖、稻蟹等稻渔模式。

在六安市天润农业稻虾养殖基地，记者看

到，小龙虾下市了，甲鱼趁机在虾沟里“安了家”。

“这是虾-稻-鳖共养示范田。”汪家玲从

2014 年开始养殖甲鱼，2019 年开始尝试稻田

养虾，进而又发展到虾稻鳖共养，目前共实现

虾稻鳖共养200多亩。

“3 月下旬种草，4 月中下旬放养虾苗，5

月底捕捞结束。6月初种植水稻，6月底放养

甲鱼苗，10 月中旬收割水稻，11 月初捕捞甲

鱼。”何吉祥介绍，虾-稻-鳖综合种养是稻虾

连作及稻鳖共生模式的有机结合。“先养虾再

种稻，虾沟再养甲鱼，能让养虾的水、肥得到

充分利用，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

何吉祥说，虾-稻-鳖综合种养亩均效益达到

3000元，较单一的稻虾模式提高30%以上。

小龙虾加工延链增值

天润农业生产基地的一座冷库里，有100

多吨半加工清水虾被储存了起来。“小龙虾旺

季销售价格低，我们特地储存起来，留着春节

前后进行反季节销售。”汪家玲解释说。

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肉类加工研

究室主任谢宁宁告诉记者，小龙虾不同于其

他肉类，虾尾肉品质保鲜保原味难是产业发

展的瓶颈问题之一。加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

虾仁破碎、失去弹性、出肉率低等问题。针对

这些难题，技术团队对小龙虾加工生产线进

行了技术改造升级。

“我们改造升级了小龙虾漂烫——梯度冷

却加工技术。”谢宁宁指着生产线向记者介绍，小

龙虾清洗后，进入流水线，先经历3分钟的高温

漂烫，再进入6分钟的一级冷却和8分钟的二级

冷却，通过精准控制温度和时间，有效解决小龙

虾加工的品相、品质以及出品率问题。“加工的虾

尾肉身完整，还完美解决了壳肉分离难题，用嘴

一吸，虾尾的肉就能被轻松吸出来。”

“稻田小龙虾具有很强的季节性，通过半

加工和深加工，我们实现了全年供应小龙虾

的目标。”汪家玲告诉记者，企业今年新建了

一条加工生产线，日产能20吨。除了半加工

的速冻清水虾、速冻虾尾、速冻虾仁产品，还

开发了一系列即烹、即热、即食、即配小龙虾

预制菜肴。“与鲜活产品相比，小龙虾加工产

品附加值大约增加 30%左右。”汪家玲说，今

年，小龙虾加工预期新增产值1200万元，带动

周边农户80人就业，人均增收7000元。

全产业链监控吃得安心

“产品：熟食小龙虾。销售日期：7 月 29

日；捕捞地点：5 号田；物流公司：顺丰快运

……”在天润产业园销售的小龙虾包装上，记

者用手机一扫二维码，有关产品的生产、管

理、物流、销售等全产业链信息都跃然而出。

“安徽的小龙虾走向全国，提高管理水

平、提升产品品质是必由之路。”省农科院农

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钱蓉介绍，

该所建立了数字渔业全产业链服务平台，实

现稻虾养殖数智化服务。

在天润农业稻虾养殖基地，记者看到，稻

田周围安装了可视化视频巡检和水体水质智

能监测，实现了办公室智能化巡塘和水质在

线监测数字化。“通过这些传感器，可以实时

监测水质PH值、溶解氧、水温等指标，一旦出

现水质异常，就可以给养殖户预警。”钱蓉说，

现在，打开手机APP,就可以根据巡检和水质

在线监测结果，自动开启增氧设备，采取相应

水质处理措施，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养殖决策

科学化水平。

除了水质监测，平台还实现了从养殖到

加工、物流、销售的全产业链信息管理。“一条

小龙虾从放进稻田，用的什么苗种、喂了什么

饲料、什么时候捕捞，怎么加工、销往哪里

……全过程都监控在消费者眼皮子底下，让

消费者吃得放心。”汪家玲说。

根据部署，到2025年，全省力争稻渔综合

种养总面积达到800万亩，创建稻渔类型的国

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3个以

上，有力促进稻渔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品牌化

发展。 （安徽日报农村版记者 张玉芳）

菜籽饼是一种由菜籽经过压榨后剩余的固体物质，

它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作为饲料其主要营养成分有：

营养价值

蛋白质 菜籽饼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质来源，其

蛋白质含量高达30%至40%，对于维持有机体健康和

促进生长发育非常重要。

脂肪 菜籽饼中含有丰富的植物油脂，主要是不饱

和脂肪酸，如亚油酸和亚麻酸，对家畜家禽正常代谢

机能有益，也是家畜家禽能量的来源。

纤维 菜籽饼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消化系统

的正常功能，对消化道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矿物质 菜籽饼含有多种矿物质，如钙、铁、锌、镁

和磷等。这些矿物质对于畜禽骨骼健康、血液循环和

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

维生素 菜籽饼富含维生素E和维生素B群。这

些维生素对于维持畜禽有机体皮肤健康、促进新陈代

谢和提供能量至关重要。

如何降低毒副作用

菜籽饼是一种常见的饲料原料，但它也含有一定

的毒素，如苦味素、硫氰酸氢盐等。

水泡 水泡的过程中，水分子与菜籽饼中的毒素发

生相互作用，使得部分毒素溶解于水中。这些溶解的

毒素随着水的流动被带走，从而减少菜籽饼中的毒素

含量。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菜籽饼的毒性，提高

其安全性。

加热、高温处理 通过加热、高温处理，促使部分毒

素分解变为无害，比如炒、蒸、煮等。

控制喂量 为了避免潜在的风险，采购使用的菜籽

饼首先选择质量可靠的产品，其次在配制日粮时控制

加入比例，控制摄入量。 （武广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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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铜陵市义安区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将光伏发电和渔业养殖相结合，实

现板上发电、板下养鱼，渔光互补，为乡村振兴、生态富民增添绿色发展动力。目前，总投资约3.7亿元、110兆瓦的

义安区西联镇东湖“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首期工程成功并网，预计每年可提供1.2亿度清洁电能。

通讯员 过仕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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