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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鱼虾收满舱，农人学习忙。在
驻村帮扶工作组的帮助下，陈家
屋子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利津县陈
家屋子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利津县陈家屋子水产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同时定期展开培
训，邀请专家来到田间地头给庄
稼和鱼虾“把脉”，用科学种植、科
学养殖让土地产出更高。

“养虾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要充氧，二是要保持水质。充
氧的多少要根据天气来定，比如
说阴天的时候就要多一些。水质
也很重要，水发黄、发绿，都要测
一下亚硝酸盐、含氮量等。”说起

养虾心得，薄纯峰俨然是个专家。
面对记者的夸奖，他有些不好意
思，“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以前
不懂，觉得放在水里就能长，哪能
想到去学习科学养殖。”

在家门口有事做，在家乡有
钱赚，这就是乡亲们都盼望的好
日子。在村里星罗棋布的水塘中，
不时有鱼虾跃出水面；汀罗圣水
循环农业示范园香菇示范区里，
工人忙着采摘香菇；蔬菜大棚种
植示范区，农人在修剪火龙果苗
木；招商引资来的花卉基地里，红
掌开得正如火如荼……如今的陈
家屋子村，早已经摘掉了“省级贫

困村”的穷帽子，先后被评为省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省级森林村居等荣誉称号。

对于来年的春天，每个勤奋
的农人都已经做好了打算。薄纯
峰计划着再包一个水塘养虾，
现在已经过了农忙时节，村里
最忙的是开挖掘机的工人，“以
前这些水塘都闲着，现在大家
伙都想回来包水塘养鱼养虾
了，趁着现在没上冻抓紧把水
塘 清 理 了 ，来 年 投 放 鱼 苗 虾
苗。”薄纯峰说，“以后不用出去
打工，就在家干了。”

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变身乡村振兴示范村

回乡养虾的汉子3个月赚了6万
利津县陈家屋子村推广“上农下渔”，把盐碱滩变聚宝盆

中秋节的时候，女儿对着薄纯峰生气了。
十几岁的女孩，一半埋怨，一半撒娇，怨爸爸留给自己家的虾太少

了，“还没吃够就没了”。
听到女儿的话，薄纯峰赶紧去市场上买回来几百块钱的大虾。
父亲沉默的爱不知道怎样表达，就在女儿一餐一饭的欢喜里。
从父亲的责任来讲，这份爱表达得太迟。薄纯峰家在利津县汀罗镇

陈家屋子村，在2018年底宣布脱贫前，曾经是十里八乡都有名的省级贫
困村。薄纯峰和村里大部分的壮劳力一样常年在外地打工。因为父母年
迈，女儿要中考，今年5月份才回到村里养虾。

好消息是，今年的大虾丰收，父女俩也日渐亲密，日子有了新的盼头。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王开智 张园 王光照

过去村民割苇子为生，是有名的省级贫困村

从东营市区出发到汀罗镇陈
家屋子村，车越开越远，路越行越
偏。一路上迎风舞动的芦花和地
上红色的碱蓬草交织出东营最美
的季节，但这盐碱地上独有的植
物也预示着这片土地的贫瘠。

在过去，村里有个口头禅：
“陈家屋子拐筐子”。意思就是陈
家屋子是靠要饭才能生活的村。
以前的陈家屋子，都是盐碱地，不
长粮食，只在沟沟坎坎里长着芦
苇。村里靠着割芦苇编草席为生，
全村人均只有不到一亩的耕地，
饭都吃不饱。

“我从16岁就出去割苇子，太
苦了，但是不干这个又没有活
路。”天气好的时候，70岁的陈占
凤都会蹬着三轮车到村庄附近的
沟沟坎坎里割芦苇。陈占凤说，自
己最高兴的就是两个儿子虽然在
农村，但是都不用再受割苇的苦：

“一个在厂子里上班，一个包了水
塘养虾。”

养鱼养虾，是从上世纪90年
代兴起来的生计，但农人渔获靠
天收，碰上不好的年份甚至能把

本钱都赔进去。
陪同我们采访的人是陈家

屋子村党支部书记满栋。他还
有一个身份，就是东营市海洋
发展和渔业局下派帮扶的第一
书记，已经在村里待了一年多，
对村里的大小虾塘、鱼塘都了
如指掌。他不算健谈，但谈起村
里工作的时候，整个人都显露
出飞扬的神采。

去虾塘采访路上，村民尚文
光指着记者的球鞋说，如果早几
年过来，白球鞋进村就粘一圈泥
巴，能重上好几斤。

“整个村没有一条好路。那时
候遇到婚丧嫁娶的大事，为了防
止下雨路堵住，都得准备一台拖
拉机当拖车。”尚文光说，2014年
陈家屋子村被认定为省级贫困
村，在此之前，村里一条硬化路也
没有，出不来进不去。如今村里新
修了公路、翻新了房子，村民们都
由外地回到家里养殖，成立农业
合作社，让村庄有了人气，有了内
生动力，这才是村庄最有活力的
改变。

说着话，记者一行在一片正在
清淤的水塘边停下。薄纯峰早已等
候多时，他是村里那种典型的能干
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说起话
来嗓门大，显得粗犷又利落。

尚文光悄悄跟记者说，薄纯
峰如今是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很不容易。但在薄纯峰的脸上，曾
经的苦难没有留下多少悲伤的印
记，尤其是说起眼前的水塘时，薄
纯峰的语调会不自觉提高，眼里
放光：“这是我承包的虾塘，今年
夏天我放了10万尾虾苗，产了
3800斤虾。一斤虾卖25元，卖了9
万多元，净收入能到6万元。”

薄纯峰的虾塘是村里“上农
下渔”模式的一个小小缩影。

“上农下渔”，是根据土地盐
碱及旱涝等特点,通过挖池抬田、
以渔改碱进行“上农下渔”盐碱地
综合开发利用。上边台田以种植
棉花为主,玉米、林果等为辅,下

边池塘养殖草鱼、鲤鱼、南美白对
虾等品种,实现高附加值的开发
和集约化经营。由于台田渗水的
作用,池水含有一定的盐度,不仅
适合常规淡水鱼类生存,而且非
常适宜放养广盐性鱼虾类,增加
了养殖品种的数量。此外,台田还
可以种植棉花和林果等经济作
物,彻底打破了传统的靠天吃饭、
种植单一的发展模式,曾经带不
来一分钱收益的盐碱滩,现在成
了村民致富的“聚宝盆”。

过去，薄纯峰在城里干押运，
一个月4000多元的收入，刨去吃
饭住宿都寄回了家里。可女儿快
要中考，父母年迈无人照顾，今年
薄纯峰选择回到村里发展。

“谁不想在家门口挣钱？可回
家不知道干什么。多亏了满书记和
村里，这些水塘没有他们弄不起
来。”

在今年养虾之前，薄纯峰曾

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养虾经历。
2013年的时候，薄纯峰曾想回家
养虾，但一个大水塘投了5万尾
虾苗后，只捞上了不到3万尾虾，
个头还不大。再加上养虾的误工
费，那一年真是赔大了。

“当时就不知道哪里出了问
题，虾在水里看不见，养殖全靠天
养天收。现在满书记来给我们当支
书，经常组织着出去学习，也找专
家来给我们教课，我这才知道养虾
原来这么多学问。有了技术，心里
就有底，我这才想着回家来养虾。”

精明的庄稼人，心里的算盘
打得清楚：“养虾3个多月就能收，
6万块的纯收入相当于一个月能
挣2万块。一年就干一季，剩下的
时间还能干点别的，收入加起来
比出去打工挣得多。最重要的是
家里也能照顾到。我今年放的虾
苗不多，按理说这么大的水塘能
放15万尾，还能多挣好几万。”

养虾3个月净入6万，单亲爸爸生活更有奔头

村民在村里的扶贫产业大棚干活，在家门口有事做，有钱赚。

薄纯峰在家里新清理的水塘前谈明年的计划。

对于陈家屋子来说，今年是个
丰收年。得益于“上农下渔”模式的
发展，不仅村里的虾塘大丰收，鱼
塘也活蹦乱跳地收了满舱。

“就这么一个池子，出了两
三万斤鱼。”在陈家屋子村村北，
尚文光指着“跑道鱼”的鱼池告
诉记者，作为村里科学养殖的重
要实践，300平方米的养殖区今
年一共出产了近10万斤鱼，直接
经济效益在30万元以上，给村集

体带来十来万块钱的收益。记者
看到，所谓的“跑道”就是鱼塘中
用水泥浇筑的养殖槽，两头装有
拦鱼栅，鱼儿在槽里逆着水流游
动，像是在“跑步健身”。

“这样养出的鱼身体好、品
质好，而且用地特别少。”熟知渔
业信息的满栋向记者解释，“跑
道”面积只占鱼塘的5%左右，其
余面积则用来“养水”。“跑道”两
端各有一台推水增氧装置在运

转，使得整个鱼塘中的水不断循
环流动。“跑道”一端建有集污设
备，鱼类的排泄物和食物残渣随
着水流被推送到这里集中处理，
帮助水体保持清洁。“传统的养
殖塘水质混浊，鱼的死亡率高。”
满栋告诉记者，利用“跑道养鱼”
技术的鱼塘自身水质净化能力高，
基本实现尾水“零排放”。这也就是
为什么“跑道”中养的鱼虽然密度
高，但鱼的品质却提高了。

得益于“上农下渔”模式，村里鱼虾收满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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