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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思羽 □ 杨军 邱霞

江苏省高淳区位于南京市南端，是
世界慢城联盟授予的中国首个“国际慢
城”，这里水网发达，早在上世纪 90年
代，当地螃蟹养殖就逐渐形成规模。近
三十年的摸索奋斗，高淳人将“固城湖
螃蟹”打响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螃蟹知名
品牌，也成了当地增收致富的“金钥
匙”。截至 2019年，该区河蟹养殖规模
已达22.4万亩。

在高淳的养殖大军中，江苏固城湖
青松水产专业合作联社是当之无愧的
领头雁，该合作社 2008年成立，去年合
作社实现整体销售额 5.8亿元，已带领
社员们实现了连续11年的分红。2.8万
亩养殖核心基地、3218个农户、信息化
平台、品牌化建设、成立12年，合作社干
得风生水起，门店遍布全国，带动了地
方10万多农户增收致富。

兜足底气 联情联利
持续分红十一年

江苏固城湖青松水产专业合作联
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邢青松是高淳当地
有名的“螃蟹大王”。邢青松从 1992年
就开始进行螃蟹养殖和批发经营，到
2006年，他的“青松螃蟹”已经成为高淳
龙头企业。有着丰富的螃蟹养殖和销
售经验的他发现，当地蟹农各自为战，
生产规模上不去，市场占有率小，标准
意识差，产品价格低，很难适应市场要
求，规避市场风险能力也弱。于是，他
把带领农民走上联合致富之路作为了
人生事业的新追求。

2008年，邢青松牵头成立了高淳县
青松水产专业合作社，从统一苗种引
进、统一技术培训、统一质量标准，到统
一的产品收购、统一的品牌策划，用“五
个统一”树立了固城湖螃蟹品牌。“我
们合作社建立了一个共享机制，提供技

术服务，开展经验交流，围绕‘产前’、‘
产中’、‘ 产后’不同阶段，提供不同的
服务。”邢青松介绍，合作社先后投资
4000多万元，建立了苗种繁殖基地等全
链条服务体系，以低于市场价 30%的价
格向社员提供优质蟹苗；聘请专家教授
常年为社员提供技术指导；为消除蟹农
的销售顾虑，合作社建立“保底价收购”
的风险共担机制，在螃蟹市场低迷期
间，以每斤高于市场10%-15%的价格进
行收购。螃蟹收购期间，按照社员与联
社实际交易额进行预分红；年度结算期
间，按社员出资额的一定比例分发红
利，保证社员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合作社优势不断凸显，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农户加入，2010年，合作社联合
南京、苏州等 5个省辖市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组建了全省首家省级水产类农民
专业合作联社，“联社+基地+农户+品
牌+专卖店+公司”模式效应也越来越
大。十二年里，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94
个增加到了 3000多个，在全国 150多个

大中城市开设了专卖店，线上进驻10多
个电商平台，实现了年年分红。每年的

“分红日”，社员就像过年一样，喜气洋
洋来到合作社的“社员之家”，喜领“年
终奖”，品尝一年的辛勤果实。

陶立木是 2013年加入合作社的社
员，家里有200多亩蟹塘的他坦言，加入
合作社之前，更多是“靠天吃饭”，赚一
年亏一年，加入合作社以后，他“放心养
蟹，开心分红”。“价格高，大家受益；价
格低，联社有收购保护价，给我们兜底
气，加入联社这么多年，心里那叫一个
踏实。”陶立木说。

科学模式 严格品控
养出品质大闸蟹

“个大饱满、肉质鲜甜，是名副其实
的好螃蟹。”这是吃过固城湖大闸蟹消
费者的共同评价，也是青松合作社成功
发展的核心要素——螃蟹好了，才有好
口碑，才有好销路。为养出优质好螃
蟹，合作社从“娃娃蟹”抓起，将全区苗
种繁育大户组织起来，成立了南京市种
业联盟水产苗种平台，聘请省内一流的
河蟹繁苗专业人员做指导，向社员提供
优质蟹苗；建立生态养殖示范基地；邢
青松还将自己的养蟹经总结出书，发放
给社员。

有了好苗种，还需要科学养殖。“针
对螃蟹成长过程中的诸多关键点，我们
探索出了标准化的养殖方式‘6553’模
式，保证了螃蟹的优秀品质。”邢青松介
绍，所谓“6635”即围绕螃蟹养殖中的

“蜕壳、溶氧、营养”六个关键字，把握螃
蟹五次蜕壳的特点，掌握好水温、溶解
氧、PH值、氨氮、亚硝酸盐这 5项指标，
有效控制水位、水草、水质这3个关键因
素，利用人为手段对养殖水环境进行有
效控制，提高螃蟹养殖成活率、规格与
品质。

螃蟹长得好，饵料是关键。据介

绍，合作社的螃蟹喝着固城湖的水，吃
着“三荤三素”长大：春季投放螺蛳，六
七月喂小杂鱼，七八月则喂食海鱼饵
料，同时，水草、玉米和大豆不间断。到
了秋季螃蟹成熟时，合作社会把社员的
螃蟹进行统一收购，拉到基地暂养塘，
分公母和规格进行养殖，每天再按时把
螃蟹送到各销售点。十多年来，合作社
对经销的螃蟹只只过手，严把质量关、
规格关，确保没有一只低规格、低品质
螃蟹流出。凭借严格的品控和良好的
信誉，邢青松成了南京第一个拿到螃蟹
出口资格证书的人。

一位社员告诉记者，以前自己养螃
蟹，养出来的品质参差不齐，加入了合
作社后，在社里专门配套的技术服务和
顾问指导下，螃蟹质量越来越好，效益
也跟着增加。“质量抓上来，价格就卖得
上去了。现在合作社的社员都开着小
车养螃蟹，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四十个工区 “三个一千”
蹚出致富新路子

合作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效益一年
比一年好，邢青松却没有止步——去年
7月，邢青松担任砖墙镇永成村党支部
书记，今年行政村合并，任茅城村党总
支书记。他发现村里虽然有不少农民
养蟹，然而规模很小，质量也没有保
证。为改变蟹农“单打独斗”的现状，实
现标准化养殖，2019年年底，邢青松决
定开辟新路子：利用合作社的良好基
础，配合组建了江苏青松生态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吸纳多家企业入股，将
一家一户的养殖蟹塘流转为 2万亩水
面，分割成40个工区，对外招标，公司对
养殖水面统一进行设施改造、招标经
营、技术培训、饵料供应和品牌营销，经
营主体只需“拎包入住”。

“项目建成后，每年带动农户亩均
增收‘三个一千’。蟹农也能在工区找
到活干，拿工资，不再有风险。公司给
40 个工区销售的饲料、鱼药等生产资
料，比市场价低 5%—10%，每亩每年还
能节约成本 1000元左右。”邢青松说。
所谓“三个一千”，包括养殖户原来的水
面每亩每年能拿到1000元流转费，每年
还有 1000 元分红、1000 元工资补贴。
如今，已经有不少村民开始报名应聘公
司的养殖员，提高收入。

邢青松还要求，销售价格由公司按
质定价；螃蟹没成熟时不得提前上市销
售，这样不光能保证质量，还能稳定价
格。肩负着众多农户的信任和期盼，邢
青松坦言，自己肩上的担子有点重，但
是他毫不退缩。“我创业之初遇到困难
时，是家乡父老向我伸出了援手，回报
家乡是我的理想和责任，通过建立生产
有标准、销路有保障的良性循环，带大
伙儿走上更宽更有奔头的致富路！”

本报记者 魏 静 □ 忽 艳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特定区域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
物馆”。它强调保护、保存、展示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原生性，以及人与遗产的活态关系。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
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
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以“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
的生态博物馆被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其回归中国最根
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
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
文化遗产。

“中国美丽乡村”引出生态博物馆群

安吉历史悠久，在溪龙乡上马坎出土的旧石器证明，距今 80
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该县是全国第
一个生态县、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2008年起，安吉启动“中国美
丽乡村”建设，提出了把安吉建设成“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
谐、人人幸福”的美丽乡村，并在建设中力求保护和发掘自然与文
化遗存。与此同时，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开始生态博物馆建设
的实践，提出将县域范围内最具特色的人文、生态资源纳入展示
范围，系统展示安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竹文化生态博物馆，百万亩竹海绿浪翻滚；白茶生态博物馆，
十万亩白茶苍翠欲滴；生态能源博物馆，矗立高山之巅，让抽水蓄
能电站的装机容量成为“亚洲第一”……安吉的山峦秀水间，一个
由 1个中心馆、12个专题生态博物馆和 26个村落文化展示馆组成
的安吉生态博物馆群，覆盖全县 1886平方公里的面积。

“博物馆+”呈现独特乡村文化景观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变化加剧和城镇化建设加快，一些保留
着传统记忆的载体正在‘渐行渐远’，安吉将民族文化进行原地保
护，将文旅和商业‘跨界’融合，从而构建‘博物馆+’多元发展体
系。”该县文体旅游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罗福娣告诉记者，安吉
生态博物馆中心馆，承吴越遗风，镌苕溪历史，外形为城市方印，
神隽味永，浑穆古朴，总建筑面积为 15414平方米，总投资超过 1
亿元，馆内分为历史文化厅、生态文化厅、铜镜专题厅和临时展厅
4个厅，馆藏文物 2万多件。除了一个中心馆外，12个专题生态博
物馆以原真、活态的形式散落于 12个乡镇，26个文化展示馆则分
布在各个村落，这些展示馆从书画文化、孝文化、手工造纸文化、
桥文化等多方面，全面展示了安吉乡村的历史渊源和现代成就，
呈现出各具特色的“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的乡村文
化景观。

2020年1月，“安吉竹文化系统”被农业农村部公布为第五批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所有博物馆不同，安吉生态博物馆建设最
大的意义在于使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得到整体的、原真
的、活态的保护，并使之不断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罗福娣说道，生态
博物馆建设促进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保护，文化展示空
间得到拓展；同时也融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文旅融合，带
动了当地生态旅游的兴起，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无形遗产促进经济发展

生态博物馆促进了当地非物质遗产（无形遗产）的传承、弘
扬、发展和保护，带动了当地生态旅游的兴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效果明显。“如今，安吉乡村旅游蓬勃兴起，特色进一步彰显，‘吃’
的是生态菜肴、养生食品、有机农产品，‘住’的是高品味、高档次
的主题农庄、风情农家乐、高档商务会所，‘行’的是不同风格的景
观大道、休闲自行车道和人行散步道，‘游’的是竹海秀水、田园风
光和农业基地，‘购’的是丰富的农业延伸产品和文化创意产品，

‘娱’的是各种休闲体验活动。”罗福娣表示，目前安吉正全力推进全省首批旅游经
济综合改革试点，加快打造长三角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

据记者了解，安吉这群没有“围墙”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态博物馆一年吸引
游客达百万之多。而今，安吉已先后建成 61个中国生态博物馆群。“生态博物馆
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与属于静态的特定建筑的传统博物馆相比，突出强调保
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生态博物馆挖掘当地人的生活环
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发展过程，将其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产业遗产等进行在
地保护、培育、展示，它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一体性。”罗福娣告诉记者，安吉因
地制宜地应用“整体保护”“原地保护”“自我保护”“活态保护”“开放性保护”“发展
中保护”“可持续保护”等原则。从实践看，这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不仅保护了独
有的民间文化，而且推进了生态博物馆所在社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善了当
地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他们对本地区特有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念好“养蟹经”奏响“致富曲”

高淳青松水产合作联社：当好农户的致富“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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