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只蟋蟀最高卖到5 . 5万元
宁阳要建中华蟋蟀文化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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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18日，“2012中华宁阳蟋蟀
文化节”斗蟋大赛进入第二天
争夺，来自全国4支代表队队
员捉对厮杀。今年宁阳蟋蟀文
化节期间，一只蟋蟀最高卖到
55000元。宁阳县规划建设中
华蟋蟀文化产业园，推动蟋蟀
产业化发展。

“头大牙长腿粗”

这样的蟋蟀最厉害

在一个塑料盒子中，两只蟋
蟀在主人挑逗下亮出牙齿撕咬起
来。一分钟后，一只蟋蟀不再鸣
叫，参赛双方各自取回蟋蟀，这是
18日宁阳斗蟋大赛的一个场景。
宁阳县蟋蟀研究院院长刘德强介
绍，斗蟋大致分三个步骤：牵草助
兴、双叫双开和开闸起斗。

“用牵草先把两只蟋蟀的斗
性激起来，两只蟋蟀鸣叫亮出牙
齿后，裁判员会放开闸门，蟋蟀就
能争斗了。”刘德强说，宁阳斗蟋
个大性烈、凶猛善斗，自古有名。
明清时期宁阳斗蟋就是朝廷贡
品，跟其他地方蟋蟀相比，宁阳蟋
蟀特点是个头大，体型宽厚结实、
牙齿大、腿弹跳有力、翅身色泽鲜
亮、肉身细腻。“1998年宁阳举办
全国首届民间蟋蟀友谊大赛，到
现在已经连续举办十四届，宁阳
县已成为全国蟋蟀的集散地。”刘
德强说，此次蟋蟀文化节斗蟋蟀
冠军将获三万元奖金。

刘德强介绍，好的斗蟋要“头
大、牙长、腿粗”，玩蟋蟀多年的村

民听声音就能判断蟋蟀的好坏。
并不是蟋蟀叫得响，战斗力就强。

请假回家抓蟋蟀

一年能赚四五万

“每年我都请假回来参加斗
蟋大赛，就是玩。”参赛者卢玉龙
在外打工，特意请假回宁阳斗蟋。

“今年天津一个客商用5万5千元
买了一只斗蟋，算是今年蟋蟀卖
的最高价。”卢玉龙说，每年回家
他都到地里抓蟋蟀，每到下午 5

点，就拿上手电、带上小网罩到田
里捉，有时一年能赚四五万。

泗店镇薛家村村民薛维虎是
村里最早发起“小虫财”的一批
人，不过，他 1 0多年不亲自捉蟋

蟀，转行做“经纪人”，到处收购蟋
蟀，然后加价卖到各地。收购价便
宜的有几十元、上百元，贵的到五
千元甚至上万元。每年七八月份，
仅靠买卖蟋蟀就能收入五、六万
元。

据了解，泗店镇共有人口约
4 . 2万，立秋前后，百分之八九十
的农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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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阳斗蟀名气大

要建文化产业园

“现在外地人到宁阳来斗蟋
蟀，补蟋斗蟋用具齐全，吃住行
都能满足。”刘德强说，伴随蟋蟀
产业发展，各种新兴行业应运而
生。蟋蟀产业融合起旅游、林果、
书画、工艺、交通、餐饮等多元产
业催生出的产业群，每年收入达
10亿元以上。

在宁阳县伏山镇，与蟋蟀打
了近二十年交道的张宝殿选择
琥珀制作工艺。他把别人废弃的
或者一些大赛上淘汰的蟋蟀收
集起来，加工成琥珀形状的挂
件，既美观大方，又保证蟋蟀栩
栩如生姿态。现在，通过添加夜
光粉等方式，他已开发 5大类 1 0

个品种的工艺品，远销上海、河
北、宁津等地，目前已累计销售
1000余件，实现产值2万多元。

此外，宁阳县还将规划建设
中华蟋蟀文化产业园。该项目拟
投资3 . 2个亿，占地260亩，以蟋蟀
文化为主题，以中新式建筑风格
为主色调，融入现代元素，集休
闲娱乐、餐饮住宿、旅游购物、蟋
蟀交易与文化交流等为一体，主
要包括蟋蟀文化区、商品交易
区、休闲度假区等三个功能区，
并建设蟋都古镇商业街。蟋蟀文
化节期间，1 0 多家客商前来洽
谈，目前有多家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

斗蟋现场，两名参赛者现场斗蟋。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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