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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大产业·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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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吃货的力捧之下，小龙虾俨然已经成为一大产业,在市民的餐桌上遍地开花。随着夏季的到
来，一盘小小的龙虾身价大涨，贵的一份能卖到100元以上。在品尝美味之余，你是否清楚这些小龙虾从
何而来，为什么近年来身价倍增？在山东，有哪些地方是龙虾产地，规模如何？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本报记者走进田间地头、水产市场和餐馆饭店进行了调查。

随着夏季的到来，小龙虾大量上市，以火热的姿态吹响美食号角。街头
巷尾的大小餐馆每天要卖出成百上千斤小龙虾。在我省，各地的吃货吃到的
小龙虾主要来自当地以及微山湖产区。不过随着市场的紧俏，有不少地方还
需要从湖北、江苏等地进货。

7月4日下午4点左右，滨州市惠民县，28岁的小刘匆忙地吃过几口饭，就来到
村子附近的池塘中，寻找野生小龙虾，捕龙虾成了小刘晚上主要的工作。

下午5点左右，小刘拿着穿着竹棍的网子，有条不紊地撒网，对此他已很是熟
练。小刘说，他一次要撒100多个网，撒网的过程就得将近三小时。这一系列的动作
完成之后，剩下的就是等待小龙虾上网。凌晨四五点钟，天刚刚泛起亮光，这正是
收网的时候，河沟边上异常安静，除了收网的声音，没有任何动静，小刘告诉记者，
收网比撒网时间短，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能收完。

“今天能收个20多斤，和以往差不多。”小刘说，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收100斤，
平时差不多20斤。收网之后就是简单的挑拣工作，“这些大的能卖到15至18块钱，
中等的卖到10块钱左右，一会儿收购商就来了，把龙虾卖给收购商就回家歇一
歇了。”

据小刘介绍，现在滨州捕小龙虾的人不在少数，夏天人更多，市面上的野生
小龙虾更是不少，小刘只是捕小龙虾大军中的一员。

惠民县孙武镇吊马杨村的杨洪岭今年51岁，养小龙虾已经有十一二年的时
间了，经验很是丰富。“我这里有30多亩地用来圈养小龙虾，买来虾苗放进水里，
什么也不用喂。”杨洪岭告诉记者，用来养小龙虾的水都是雨水和浇地的水，污
染小，小龙虾也比较干净。“只要水面不结冰，我就一直撒网逮龙虾，周期挺长，
但也挺辛苦，一年下来，一亩也就收入五六千元。”杨洪岭说，由于收入低，比较
累，所以今年开始就不再养龙虾了。

本报见习记者 边浩玥 王思雪

餐馆改头换面
直接变身龙虾馆

每天傍晚6点到8点，位
于济宁环城北路的大排档
就进入营业高峰期，来这里
的顾客往往排队才能等到
座位。这家大排档占地4000
平方米，共有100多桌，容纳
400多顾客，当家菜就是麻
辣小龙虾。从下午6点到凌
晨3点，一晚上，这里的小龙
虾需求量可达500多斤，能
卖出5万元左右。

大排档的老板李洪磊在
这里经营小龙虾已十余年。
2007年，济宁的龙虾市场属
于空白阶段，经营小龙虾的
店铺比较少，李洪磊的经营
规模也只是七张桌子。2015
年，随着消费人群的增加，李
洪磊的经营规模扩大到30
桌。小龙虾销量逐年上涨，市
场火爆，李洪磊的两个弟弟
也经营起了龙虾店。

每到夏季，我省各地的
街头都不乏这样生意火爆的
小龙虾店。7月4日晚，聊城湖
滨路一家烧烤店挤满了客
人，其中不少都是奔着小龙
虾来的。店老板说，从4月份
开始，小龙虾的销量逐渐上
升，在聊城他们已有五家店，
平均每天能销售1000多斤。

在滨州市区号称“小龙
虾一条街”的渤海六路，最火
爆的龙虾馆一天能卖100多
桌约500斤龙虾，直至凌晨两
三点钟还有人就餐。

枣庄市中区振兴路上
的儿童乐园对面，也有一条
由来已久的小美食街，每逢
夏季，不少市民都来这里练
地摊。今年，这条街成了龙
虾一条街，几十家餐馆九成
以上都以小龙虾作为主打
特色菜，而且价格不菲，基
本以68元一小盘起步，个头
大点的、量大的为98元、128
元、158元不等。

“以前就两三家龙虾
馆，现在这里都快成龙虾一
条街了。”一位在这条美食
街开了近20年餐馆的老板
介绍，小龙虾价格高，利润
也高，所以这条街的小餐馆
今年夏天基本都推小龙虾，
有的餐馆甚至改头换面直
接改成龙虾馆。

水产市场的小龙虾
8点就卖光了

早上5点多，济宁环城
北路大排档的老板李洪磊
就从家里出发逛早市，他每
天要逛五家早市，主要收购
大个头的优质龙虾，被龙虾
夹到是家常便饭，他的手指
上布满了伤痕。“这样的虾

身体素质好，灵敏度高。”遇
到此类龙虾，李洪磊反而更
高兴。

每天500多斤的需求
量，城区的供应量并不能满
足李洪磊的需求，除了城区
的供应，他还有七家固定的
供应商，主要来自微山和鱼
台等县区。50岁的王思源是
李洪磊的固定供应商。

王思源收购龙虾十余
年，早些年，夫妻二人每天往
返于济宁城区和微山。他说，
龙虾捕捞是头天下午下地
笼，凌晨两三点捕虾者进行
捕捞。“五一前也就能收购几
千斤，现在天热了，龙虾钻泥
里了，也就能收两千斤，收购
价比五一前贵了三四元。”由
于微山两城的龙虾产量少，
和他一起的只有三名收购
商，而在不远处的微山鲁桥
收购商能达到五家。

小龙虾货源紧俏的不
止济宁一地。在滨州六街水
产批发市场，有十几家售卖
小龙虾的摊铺。一位摊铺老
板告诉记者，“小龙虾是现
在的热销产品，我们每天早
上4点左右进货，六七点就
会有附近的小龙虾餐馆来
这里批发，剩下的会被市民
买走，到8点左右几乎都卖
光了。”

田里的存量
仅够供老客户

和各地小龙虾走俏形
成对应，我省小龙虾主产
区微山县高楼乡利民村，
养殖户董平520亩的龙虾
田里，可以捕捞的成熟龙
虾已经所剩无几，而董平
每天仍旧能接到来自上
海、济南、西安等地客商的
催货信息，田里的存量仅够
供这些老客户。

“微山湖这边水好土
好，小龙虾的生长环境相
对较好，底板干净，成熟的
龙虾个个品质都有保障。”
微山县渔业综合管理委员
会总工程师张保彦说，正
是因为好品质，微山湖的
小龙虾在市场上很受青
睐，也容易卖上好价钱，目
前，微山养殖户的小龙虾
除了周边县市外，还销往
北京、济南、上海、广州等
大城市。

以枣庄为例，记者走访
多家主营小龙虾的餐饮店
发现，商家购买的小龙虾绝
大多数都来自微山湖。

“我们家都是从微山湖
进的，那边的小龙虾干净、肉
质鲜嫩。”名为“虾说”的店铺
老板告诉记者，微山湖的小
龙虾很不错，他们做过市场
调查，顾客都爱吃微山湖的。

另一家餐饮店的负责
人介绍，微山湖水质好，并
且水深，适合龙虾生长，此
外，枣庄距离微山湖比较
近，从运输成本上说，大多
数商家还是选择到微山湖
进货。

一些连锁饭店
从湖北江苏进货

虽然我省不乏微山、鱼
台、高青这样著名的小龙虾
产地，但不少地方仍需要从
湖北、江苏、湖南等地进货。

淄博市中心城区一家
餐馆负责人表示，他主营小
龙虾两年有余，总体而言销
量还可以，但因近期新涌现
出许多龙虾馆，货源比较紧
张。“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天
能销售五六十斤小龙虾，最
高能卖到八十斤。”据该餐
馆负责人介绍，有时本地会
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因此
会选择从江苏洪泽湖等地
进货。

德州德兴北路上的新
壹号龙虾城负责人黄磊告
诉记者，他们店里的小龙虾
都是来自老家江苏盱眙的
养殖基地。

“小龙虾对于水质的要
求特别严格，如果水质差，
不仅繁殖困难且生长慢、
脱 壳 慢 ，活 力 会 显 著 下
降。”黄磊称，南北方水质
等养殖环境的差异造成德
州本地虾有的虾体偏黑，
而南方虾体又白又净，本
地虾品质差一些，因此不
考虑进德州本地虾。

从整个德州来看，市
场上龙虾50%以上来自湖
南、湖北、江苏等省，20%属
于野生，不足30%来自德州
本地。

聊城从事小龙虾收购
批发生意的老李说，聊城市
面上的小龙虾除了当地的
阳谷阿城镇，很多来自东平
湖、微山湖、济南等地，也有
一些连锁饭店直接从湖北、
江苏进小龙虾。

临沂市场也面临着同
样的情况，当地小龙虾除了
微山湖产区外，还需要从江
苏、湖北等地进货，日需求
量在3吨左右。当地的刘锦
记龙虾大王在市区和各个
县城共有八家分店，日需求
小龙虾1500斤左右。负责人
刘庆峰介绍，他们店由江
苏、湖北的养殖基地直接供
货，往年这个时段正好是虾
苗轮换，有半个多月的断档
期，今年的断档期又赶上南
方主产区连降暴雨，他们店
在湖北的养殖基地就因为
连降暴雨工人全部放假，已
经无货可供。

撒撒下下110000多多个个网网
捕捕到到2200斤斤野野生生小小龙龙虾虾

小小龙龙虾虾大大排排档档
一一晚晚卖卖出出55万万元元
本省龙虾不够吃，还需从江苏湖北进货

葛新闻现场

在鱼台一家水产店内，工人正在将龙虾装箱包装。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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