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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黑乎乎的虫子，是
土元，帮咱致富的金疙瘩！”
日前，在丹阳市皇塘镇新星土
元专业合作社内，该合作社理
事长刘水新抓着几只土元向记
者介绍。土元，学名地鳖，属
于昆虫，身体扁，棕黑色，是
一种名贵的中药材。二十多年
来，刘水新正是通过规模化养
殖土元，实现了自己的致富
梦。

“我是受爷爷的影响走上
土元养殖道路的。”今年 48岁
的刘水新，从 1994 年开始接
触土元养殖。刘水新告诉记
者，皇塘镇土元养殖历史可追
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尤其是
当时的皇塘镇鹤溪村，80%的
农户都在家里养殖土元，她爷
爷便是最早的一批土元养殖
户。

据刘水新介绍，土元的生
长、发育、繁殖等受外界环
境、特别是温度和湿度的影响
很大，温度过高会造成土元的
大量死亡，冬季虫子越冬时，
温度过低虫子会冻死，卵块会
冻坏。为了提高土元的存活
率，刘水新一方面向当地有土
元养殖经验的农户请教，另一
方面在网上学习土元养殖技
术，通过不断实践，她选择了
立体暖室饲养坑的养殖方式，
达到了稳产高产。

“看，这些都是土元的
家。”顺着刘水新的指引，记
者走进刘水新的土元养殖基
地，只见土元养殖房一间连着
一间，每间都标有序号，一共
12 间，2000 多平方米养殖面
积。“我们实行的是立体暖室
工厂化养殖，有专门的设备控
制养殖的温度和湿度。”刘水
新说，土元平均每年可产一
批，在其生长过程中多次脱
壳，每脱一次壳，就要及时清
理，保证优良的生存环境。

通过慢慢摸索，刘水新逐
步尝到土元养殖的“甜头”。
土元成品上市后，很受市场欢
迎。刘水新说，“近几年，土

元的价格一路飙升，土元干品
价格创造了历史新高，每公斤
最高达 140元，目前，土元养
殖基地土元年销售额达 300万
元左右。”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刘水
新还不忘乡亲。2011 年，刘
水新牵头组建了皇塘镇新星土
元专业合作社，吸纳周边村民
一起养殖土元，并由合作社统
一供种、统一采购生产资料、
统一回收土元成品销售。合作
社还定期举办技术培训班，帮
助养殖户提高养殖技术。目
前，合作社拥有成员 106 人，
土元养殖面积达 40000 平方
米，年产 200 多吨土元干品，
销往广东、南京、湖南等地
10 多家药厂，近年来，皇塘
镇新星土元专业合作社年产值
达1000万元左右。

2019 年 底 ， 在 丹 阳 市 、
皇塘镇两级农业部门帮助下，
皇塘镇新星土元专业合作社和
南京农业大学中药材研究所一
起成功申报了“江苏省现代农
业（特粮特经）产业技术体系
——丹阳推广示范基地”。

“土元作为传统的中药
材，市场需求量大。”刘水新
分析认为，在这样的有利形势
下，建设规模化工厂化土元养
殖项目十分必要。她注册了

“丹皇新星”土元品牌，并多
次组织技术人员分批次考察外
省土元养殖及野生土元生长情
况，探索野生土元的生活习
性，通过对比实验验证野生土
元品质的优点。刘水新还把家
养土元和野生土元进行杂交改
良，提高土元的成活率和土元
的品质。

“路是用脚走出来的，要
致 富 ， 还 是 要 靠 自 己 的 双
手。”如今，刘水新正在对接
高校有关专家教授，就土元药
食两用进行深度开发，有效利
用雄土元饲养土元鱼、土元鸡
以及研发中华地鳖酒、中华地
鳖胶囊等，由此带领社员提高
土元养殖的附加值，不断增加
社员的收入。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王传友 黄杰文

马梁 陈图星

新鲜蔬菜一筐筐地从大
棚中起出，带着泥土芳香运往
市场；一网网青虾从寒冬的池
塘中捞起，裹着饱满的蛋白
质，等待挑选，季节的丰产给
农户和市民带来双重馈赠。
机器的轰鸣声中，一块块土地
按照规划进行着平整；“精巧”
的施工下，宜农宜游的农业园
越发美丽……

随着春节假期敲响结束
的钟声，镇江大地上处处描绘
着产业丰收、项目建设的喜人
画面。

抢抓市场
新鲜蔬菜快速销

“大家加把劲，这个棚就
只 收 荠 菜 ， 中 午 就 有 人 来
收。”1月 31日，位于丹徒区
高资街道的巫岗村蔬菜基地
里，多位手脚麻利的女工或
蹲或站地在大棚里快速地采
收着荠菜，而基地负责人王
立春则不时查看手机上的时
间，计算着采摘进度和收货
之间的时差。

“你看周围的这些大棚，
里 面 的 青 菜 都 卖 得 差 不 多
了。”面对记者，王立春笑着
说道，从正月初三到初十的8
天时间，他可是小赚了一笔。

原来，在 2022 年的 11 月
之前，大棚青菜的批发价格
只有1.2-1.4元/公斤，而之后
的价格则在低温的“帮助”
下 不 断 上 涨 。 就 在 正 月 初
三，王立春从熟悉的菜贩那
听说青菜的田头批发价格已
经涨到 9 元/公斤。他按捺住
内心的激动，立即组织了 18
个工人返回基地，当天就收
了 1200 公斤的青菜和芹菜，
随即就运往批发市场。“价格
信息没错，那天卖了 1 万多
元 ， 可 让 我 们 夫 妻 高 兴 坏
了。”

自此，王立春的蔬菜生

产一天都没停，每天的出货
量都在 600-1000 公斤，十几
名工人要在田里忙碌近 10 个
小时。

夜晚捕捞
青虾凌晨送市场

晚上 6 点，位于丹阳市延
陵镇行宫村的马明夫妇和工
人们熟练地穿戴好防水设备，
依循着早已熟悉的分工，开始
了属于他们的“忙碌时间”。
随着一声声中气十足的口号，
一张张网具从养殖池中拖出，
伴着冰冷池水滑落的声响，一
个个体态丰硕的青虾显露了
出来。

这 300 亩的青虾养殖基
地，是马明夫妇创业的成果。
而从 1 月 8 日上市以来，每天
18时至24时，是他们雷打不动
的捞虾时间。“每天要出500公
斤左右的青虾，我们夫妻两个
和 6-7 个工人要忙活 6 个小
时，才能完成虾货的捞取和分
拣、装箱。”

在连续工作 6 小时之后，
马明有 2 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之后他就得马不停蹄地带着
一个工人，驱车前往凌家塘批
发市场，把这些青虾卖出去。

“今年的价格十分不稳
定 ， 忽 高 忽 低 ， 但 不 管 怎
样，虾子销售还得跟着时节
走，可不能养在塘里。”马明
笑着说，青虾养殖的季节性
很强，每年 7 月份虾苗下塘，
12 月份基本达到上市标准。
次年 1 月份就开始逐步上市。
用他的话说，这时候的虾都
在“冬眠”，躺在塘底不动也
不进食，就等着上市了。“正
月初二至初五那几天零下好
几摄氏度，水面都结冰了，
破冰捞虾，很辛苦。”

当 记 者 问 天 天 都 要 出
货，是否会影响走亲戚？马
明笑着说，完全不会。“走亲
戚大都是上午，吃完午饭就
能回家睡觉，晚上开工，两
不误。”

谈笑间，捕虾工作还在继

续……

大干快干
农田建设赶工期

正月初八，一场激动人心
的复工大会在句容市郭庄镇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部 召
开。在简短而充满干劲的仪
式后，项目建设再次沿着预定
轨道启航，为粮食丰产丰收贡
献力量。

“轰轰轰”，正月初九，伴
随着机械的轰鸣声，工程正式
开工，110 多名工人在各自工
位上有序作业。在核心平整
区，12台大型推土机、4台小型
挖掘机和 5 辆运土车配合默
契，所过之处，土地正一步步

“整齐”起来。
机器卖力工作，工人们也

加班加点，为早日实现“好种
粮”“种好粮”的目标奋斗着。

“最近天气还可以，没那么冷，
我们一大早就来上工了，为项
目建设赶工期。”现场，一位来
自附近的村民如是说。

据了解，为按时高质量完
成工程，施工单位每天早 7 点
便安排人员开始工作，至下午
5点30分结束。目前项目完成
总工程量的 70%以上，预计
2023年3月中旬全面完成该项
目，确保如期验收。

从核心区延展至整个项
目，建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
浪。“2022 年度郭庄镇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涉及该镇东湖、
东方红、孔塘三个行政村，建
设 总 面 积 10000 亩 ，总 投 资
3000 万元。”郭庄镇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吕彬表示，建设内容
包括泵站5座，衬砌渠道5.9公
里，机耕桥 9 座，清淤河道 2.3
公里，水泥道路 26.1 公里，涵
洞 150 座，平整田块 1000 亩，
田间配套 484 座，林网 2000
株，生态渠道350米，生态护坡
700米，净化井4座。此项目为
重点工程，旨在建成“三个一”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即一万亩
高标准农田、一千亩良田、一
百亩条块田。

土元养殖引领一方村民奔小康
刘水新尝到土元养殖的“甜头”

菜篮子满满当当 大项目建设火热
节后开工，镇江农业产业跑出喜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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