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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金饭碗
仍过穷日子
鱼台小龙虾“有市无名”的尴尬
本报记者 韩伟杰 王洪磊

卢峰能够说出鱼台小
龙 虾 所 有 的 优 点 ，但 是
直到鱼台县渔业局工作
人 员 告 诉 他 ，他 才 知 道
鱼台小龙虾拥有国家地
理标志认证。这是同鱼台
大米、金乡大蒜一样的的
金字招牌。

“我们有生态良好的
地理环境，有国家认证保
护的品牌，有国家级的合
作社，为什么我们的小龙
虾没有名呢？”养了5年小
龙虾的赵青珍有些想不明
白。同样为此发愁的还有
鱼台县渔业局。

2010年，南京洗虾粉事
件引起巨大关注，鱼台县
渔业局开始为鱼台龙虾申

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专
家从肉质、色泽、虾壳、生
长环境等多方面进行检
测，2011年10月，鱼台龙虾
顺利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

“这两年都参加了济
宁十大渔业品牌推广，也
在想各种办法推广鱼台龙
虾。”鱼台县渔业局局长侯
端峰说，渔业局曾经想过
很多办法推介鱼台龙虾，
宣传品牌，举办龙虾节等，
但因为资金问题没有成
功。“把鱼台生态龙虾品牌
做大，就要靠养殖、销售、
深加工，但目前销售还没
有 做 好 ，深 加 工 更 是 空
白。”

有杭州的经销商从网
上看到玉龙龙虾合作社的
消息，打电话给赵青珍问
价格，赵青珍小心翼翼的
报上价格，不敢太高又担
心报价太便宜。“现在养殖
已经没问题，就想着如何
把鱼台龙虾的品牌推出
去。”赵青珍和村民商量着
先从运输开始，“这里面的
技术含量应该比养殖还要
高。”

“我们在想办法，希望
把鱼台生态龙虾的品牌推
广出去。”卢峰认为，如果
政府能参与进来，引导鼓
励农户养殖龙虾，“龙虾的
量上去了，才能更好的形
成品牌。”

金字招牌还未成为品牌

卢峰很羡慕盱眙龙虾
节，“这样很容易形成品
牌，让外面的人知道。”

在鱼台龙虾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的10个月前，
首届中国农产品品牌大会
在杭州举行，在大会发布
的《2010中国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报告》，“盱眙
龙虾”品牌价值获评65亿
元，居国内淡水水产品品
牌榜首位，成为中国农业
响当当的品牌。

同样是龙虾，品质难
分上下，为何来自小县城
的江苏盱眙的龙虾却能取
得如此大的成功？养殖户、
经销商直言“宣传力度不

足”、“缺乏平台”困扰着他
们。

盱眙县从2001年开始
举办龙虾节，每年用于宣
传和举办龙虾节的费用达
到几千万，盱眙人依托龙
虾节这一平台，不仅将“盱
眙龙虾”打造成国际知名
品牌，而且依托龙虾节大
力招商引资，集聚发展要
素，激活了县域经济的快
速发展。盱眙县也成功凭
借小龙虾这一载体，从昔
日默默无闻、常被误读的
苏北小县一跃成为全国皆
知的名县，盱眙的开放度、
知名度和美誉度也随之不
断扩大。

“ 虽 然 鱼 台 龙 虾 获
得 了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但 是 鱼 台 龙 虾 现 在
还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
价 值 。要 壮 大 鱼 台 龙 虾
的 名 声 和 品 牌 ，离 不 开
政 府 的 支 持 。在 政 府 引
导下让更多的人认识鱼
台 小 龙 虾 ，让 更 多 人 知
道鱼台龙虾是地理标识
产 品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实
现 鱼 台 龙 虾 品 牌 的 发
酵。”济宁市渔业局副局
长 乔 福 洲 说 ，老 百 姓 尚
未享受到品牌所带来的
效 益 ，可 以 说 目 前 鱼 台
龙 虾 处 在“ 抱 着 金 饭 碗
仍过穷日子”的状态。

不搭建平台难形成品牌

2000年，卢峰去江苏盱
眙运送鲜鱼时，发现当地
人对于小龙虾的热情。在
鱼台以每斤3块钱的价格
收购小龙虾，到了盱眙能
够卖到7块钱一斤。“那时
候每天都往盱眙发小龙
虾，2001年每天能发一万
斤。”

盱眙的龙虾名气远
播，每年的龙虾节更是引

人无数。但卢峰知道，盱眙
本地产的龙虾数量并不
多，大部分是外地运过去
的。“鱼台的龙虾，湖北的
龙虾，运到盱眙，就是盱眙
牌。盱眙的经销商再把龙
虾销往上海、南京等地，又
变成另外的价格了。”

2003年后，卢峰发往盱
眙的龙虾逐渐减少，因为
价格的偏差，卢峰更愿意

把小龙虾销往上海、南京、
张家港一带。卢峰认为，同
比较高的价格，是市场对
鱼台小龙虾质量的认可，

“质量好，市场上供不应
求。”

但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些倍受欢迎的小龙虾是
来自鱼台。卢峰说：“很多
人只知道盱眙龙虾、微山
湖龙虾。”

盱眙也现鱼台龙虾影子

5月21日下午，鱼台人
卢峰拿着黑色的签字笔，
在打包好的白色泡沫箱上
写着“特青、苏州、卢峰”。

做了 1 3年小龙虾生
意，卢峰清楚地知道什么
样的龙虾卖什么样的价
格。农户把大小不一的龙
虾，按照统一的价格卖给
销售商，销售商把这些小
龙虾分拣成特红、特青、二

红、二青等不同的规格，并
以不同的价格销往不同的
城市。

对 于 这些 小龙虾发
往 终 端 市 场 的 价 格 ，卢
峰 不 愿 多 说 ，他 更 愿 意
介绍成活率高、肉质好、
腹 部 干 净 透 亮 ，虾 仁 饱
满的鱼台小龙虾在外地
如何受欢迎。

但 是 ，这 些 鱼 台 生

长 出 的 小 龙 虾 ，在 销 往
外地后多被统称为山东
龙 虾 或 者 微 山 湖 龙 虾 。
称 呼 的 不 同 ，也 会 带 来
价格的不同，“如果叫微
山 湖 小 龙 虾 ，会 比 鱼 台
小龙虾贵1块钱。”

卢峰觉得，这种价格
的不同，实际上是市场认
知度的不同，“微山湖在外
面的名气更大。”

鱼台龙虾在外地改了名

在鱼台文昌街水产市
场上，小龙虾的价格已经卖
到17块钱一斤，“涨得太快
了”，鱼台人孙强不住地感
慨说，“去年还不到10块钱。”

孙强常常想起上世纪
90年代的小龙虾，“那时候
到集市上能卖三、五毛钱
一斤，随便到河里就能抓
一桶。”今年小龙虾的产量
比去年少了许多，但孙强
觉得价格太高了，“都有点
吃不起了。”

50岁的赵青珍不担心
鱼台小龙虾的价格高，养
了5年小龙虾的他，最担心
价格看不透。

2008年，他停下干了大
半辈子的建筑活，回到鱼
台老砦镇晁庄村，带着20

多户村民，办起了鱼台玉
龙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
当时，鱼台野生的小龙虾
已经非常少，养殖龙虾的
也不多。按照传统的方法，
赵青珍和村民在1000多亩
洼地里种上藕，再放进虾
苗进行套养。

“那时候，盱眙的小龙
虾就非常有名了，我坐车
去买了千把斤虾苗，后来
才知道盱眙本地产的小龙
虾 很 少 ，大 多 都 是 外 地
的。”赵青珍把虾苗撒进塘

里，两个月后，就有徐州的
商贩前来收购，“6、7块钱
一斤，一亩地能出300、400

斤。”赵青珍守着地笼，每
天凌晨4点就去收虾，从6

月到10月底，不错的产量
和价格让他相信养小龙虾
是效益好的买卖。

“养殖户把小龙虾卖
给销售商，销售商再卖到
济南、南京等大城市。小龙
虾的收购价是越来越高，
但外面的价格到底是啥
样 ，我 们 养 殖 户 都 不 知
道。”赵青珍一直想出去走
走，看看鱼台的小龙虾到
底销往了哪里、价格怎样。

小龙虾价格涨了近一倍
夏季到了，小龙虾是酒店、大排档等必不可少的美食。说起鱼

台小龙虾，恐怕济宁人知道的也不多。尽管它盛名在外，销量节节
攀升，但是一直处于“有市无名”的尴尬境地。甚至为了抬高身价，
不得不榜上别人的牌子，“鱼台小龙虾”被深深地掩藏起来。现在这
一问题，也是养殖户、经销商、渔业部门在寻求突破的问题。

▲养殖户、经销商和政府部门
都在寻找鱼台小龙虾的出路。

记者 韩伟杰 摄

卢峰将挑拣好的小龙虾倒入
箱中。 记者 韩伟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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