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蒋维佳

春光明媚，虾儿肥美。眼下，
正是春季虾开始批量上市的时
节。4月19日，记者走进双清区渡
头桥镇雄大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只见工人们正在批量捕捞小
龙虾，抢占小龙虾春季市场。

姚开雄是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的负责人，他在村里小有名气，周
边常有养殖户来取经。从一窍不通
的“门外汉”，到如今的“养虾能手”，
姚开雄花了近7年的时间。

返乡创业，开启龙虾养殖路

年轻时，姚开雄在上海从事
五金贸易行业，因为性格沉稳、做
事可靠，他得到了客户认可。渐渐
地，他手头上的积蓄也多了起来。

“收入还不错，但在外地始终
没有归属感。作为一名土生土长
的邵阳人，很想回到家乡创业兴
业。”2017年，姚开雄决定带着这
些年打拼下来的积蓄回乡创业。

谈到为什么会选择去养殖小
龙虾，姚开雄说：“和别人聊天，偶
然间聊起了小龙虾。当时养这个
的人还很少，觉得要是能够大规
模养殖，肯定大有可为。”养殖小
龙虾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萌生。
下定决心，说干就干。他随即前往
外地考察，学习小龙虾养殖经验，
紧接着拿出自己的积蓄，在渡头
桥镇流转土地做实验，正式开启
了小龙虾的养殖之路。

边干边学，探索改良养殖法

提到养殖合作社刚开始发展

那几年，姚开雄感慨道：“当时我
准备大干一场，但养殖的小龙虾
成活率低还无法正常繁殖。结果
不仅没赚钱，还亏损不少。”当时
的场景，他记忆犹新。

虽然事业遭受了重创，但姚
开雄并没有气馁。他通过参加养
殖技术培训活动、上网查询和向
有经验的养殖户学习，养殖技能
不断提高，很快就从“门外汉”变
成了颇有经验的养虾达人。他探

索并改良了养殖方法，通过投放
“伊乐藻”天然水草，分批投放虾
苗，为小龙虾营造一个良好的生
活环境，以此提高小龙虾的品质
和产量。

姚开雄告诉记者，在养殖技
术和设备方面仍需继续创新升
级。“未来我们会购置一批蒸汽
机，在冬季养殖期对水进行升温，
使水温恒定在小龙虾适宜生长的
温度，从而做到‘高峰收虾，错峰

出虾’，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回乡创业是一个艰难且循序

渐进的过程，如何从“要回来”到
“留得住”，再到“发展好”？这离不
开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
姚开雄介绍，在证照办理、土地流
转、技术指导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渡头桥镇党委和有关部门
提供了全力支持，让在创业初期
的自己有底气“摸着石头过河”，
渡过难关。

稻虾共生，虾肥稻香“钱”景广

“‘稻虾共生’模式让土地
更肥，田里的小龙虾会吃掉水
中的虫子，它的排泄物能给水
稻当养料，同时田里的水资源、
草资源、水生动物等也可以被
小龙虾充分利用，从而实现双
赢。”姚开雄表示，很多养殖户
都会采用“稻虾共生”的养殖模
式，以提高稻田综合生产能力，
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富
民增收。

谈及小龙虾的销量，姚开雄
难掩心中喜悦。他说，这两年不管
是小龙虾还是水稻，产量高、品质
好，都不愁销路，“去年我这80亩
地，净赚了好几十万元。”

今年亩产值可达到4000 元，
刨去各项成本，纯收入预计在
2500元左右。”一人富不算富，大
家富才是富！如今，在他的带动
下，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加入合
作社，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加
收入。

“现在周边很多养殖户来学
习小龙虾养殖经验，我希望能带
动他们一起搞稻虾综合种养，通
过抱团发展、规模化经营的方式，
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零散
的种养资源整合起来。”谈及未来
打算，姚开雄表示，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把种养基地发展成一个
农旅项目，让当地的农特产品、人
文风貌等宝贵资源被更多人看
到，带动更多的村民依靠产业致
富，为乡村振兴、家乡建设贡献自
己的力量。

姚开雄返乡创业书写“致富经”——

稻 虾 共 生 见“ 丰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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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开雄投放“伊乐藻”天然水草，分批投放虾苗，为小龙虾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通讯员 鄢跃斌 何军 朱滨湖

本报讯 近日，新宁崀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秘境之眼”红

外相机素材时，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白颈长尾雉在野外悠闲觅食的活
动画面。白颈长尾雉被誉为“鸟中大熊
猫”，对栖息地环境要求很高。

此次，除了监测到“鸟中大熊猫”白颈长
尾雉，还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山
斑鸠、豹猫、苍鹰、果子狸、凤头鹰、黑领噪鹛、
虎斑地鸫、鼬獾、猪獾等在野外活动的身影。

“鸟中大熊猫”

白 颈 长 尾 雉

现身崀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