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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口子卖蟋蟀

40多天挣3万多

11日，在宁阳县泗店镇蟋蟀
交易区人头攒动，几十个农村妇
女每人拿着个篮子，里面装着几
十只蟋蟀，三五一群地围到一客
商前，推荐手里的“宝贝”。

“都是中期的蟋蟀，品质都
很好，打开看看吧。”宁阳县泗店
镇古城村44岁的村民朱女士说，
已经找了20多年蟋蟀。“今年价
格上和去年差不多，最贵的一只

‘紫虫’蟋蟀卖了 1 3 0 0元，立秋
后，每天能挣800到1000元。”朱
女士说，家里种了4亩地，立秋前
后开始，地里活也变少，夫妇两
人就轮流出门找蟋蟀。

我对象每天傍晚7点左右就
要到地里去“听声”，根据蟋蟀叫
声的好坏，确定蟋蟀在地里的位
置。8点左右，人们开始到地里抓
蟋蟀。第二天凌晨三点到四点
钟，蟋蟀还要叫上一阵，村民们
还会根据叫声再去抓一遍。“有
时一晚上能抓个10几只，有时只
能抓个一两只，方圆一二百里的
地方，家里都去过。”朱女士说，
40多天他们赚了3万多块钱。

“明清时期宁阳斗蟋就是朝
廷贡品，宁阳蟋蟀头大、牙齿大、

六条腿粗壮、弹跳有力，肉身细
腻。”宁阳县泗店镇相关负责人
说，泗店镇共有人口约4 . 2万，立
秋前后，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都
开始从事蟋蟀捕捉和交易活动。
两个多月时间里，泗店镇农民户
均增收万余元，仅蟋蟀交易额就
达1亿元。

地里喷洒农药

蟋蟀数量变少

“去年最贵的一只蟋蟀卖了
8万元，今年最贵的一只才卖了6

万元，蟋蟀的数量在一年年变
少。”宁阳县泗店镇蟋蟀协会会
长曹玉华说，近年来，许多村民
看到抓蟋蟀能收入不少钱。村民
外出打工时，就和老板签好合
同，7月中旬到9月中旬之间，他
们就请假回宁阳抓蟋蟀斗蟋蟀。

“打工两个月最多也就挣个6000

元，抓蟋蟀40多天收入都上万。”
曹会长说，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
到抓蟋蟀的大军来，但是蟋蟀的
数量却没有增加。并且，因为农
民种地越来越使用农药，蟋蟀产
的卵很难成活。

今年62岁的上海人王志勇，
每年9月份都会来宁阳泗店收蟋
蟀，已经持续了10多年的时间。9

月5日，他来宁阳泗店找了个旅

馆住下，早晨6点就在路边摆张
桌子，等着村民来卖蟋蟀。“前段
时间是收的蛐蛐，这段时间收母
蛐蛐。”王志勇说，在泗店收到满
意的蟋蟀后，他就带回上海养起
来斗。“上海有很多人都在斗蟋
蟀，山东蟋蟀与其他省市的蟋蟀
比赛时大都能获胜。”王志勇说，
今年蟋蟀质量普遍不好，数量上
也没以前多了，到现在才收了几
十只蟋蟀。

已建好20亩基地

今年育苗10万只

“宁阳蟋蟀产业越来越多，
许多村民都有不错的收益，但蟋

蟀资源却日益减少。”宁阳县泗
店镇蟋蟀协会会长曹玉华说，今
年7月份，宁阳蟋蟀优质种源基
地建成，占地20亩。记者看到，基
地里种满了玉米，玉米地下面铺
满秸秆，基地周围建起1人高的
围墙。“蟋蟀喜欢阴凉的地方，玉
米地主要是为了遮阴。”曹玉华
说，前几年也有村民试图培育蟋
蟀，但没成功。今年协会联合上
海一家科研机构，专门培育头
大、牙大凶猛的蟋蟀品种。

“今年总共投入的10万只苗
子，现在都成活了，但为繁育，今
年培育成活的蟋蟀都没卖钱。”
曹玉华说，明年基地的面积还会
扩大，增加100亩地，地里种上豆

子，用网子都罩起来。下一步基
地掌握培育技术后，还将发展专
业合作社，带动周围村民共同养
殖培训，走产业化之路。“蟋蟀也
是订单生产，不愁没有销路，主
要是销往上海。”

山东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副
院长刘玉升表示，基地中种玉米
放置秸秆是模拟蟋蟀的生存环
境，培育出的蟋蟀和野生环境下
生长起来的一样，是一条发展蟋
蟀产业化的好举措。

此外，宁阳县目前正在申报
“宁阳蟋蟀”国家地理标志，规划
建设中华蟋蟀文化产业园，并建
设蟋都古镇商业街。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柳岩 商积春

宁阳县泗店镇近几年农民逮蟋蟀赚到不少钱，找蟋蟀的人多起来，
但因地里打的农药越来越多，蟋蟀数量慢慢变少。为保护蟋蟀资源，今
年7月份，泗店镇建成20亩的蟋蟀育种科研基地，培训头大、牙大、凶猛
的蟋蟀品种，今年已培育10万只，明年泗店镇将基地扩大100亩，发展蟋
蟀合作社，拓宽蟋蟀产业。

泗店镇村民们正忙着卖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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