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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万亩稻虾标准化种养基地

□ 王晓辉 李志红 李洋洋

“洞庭明珠，生态南县。”南县地处

湘北边陲、洞庭湖区腹地，是全国唯一

人工围筑而成的湖区纯平原县，总面

积106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3.11万

亩，其中水田面积83.75万亩。这里土

壤肥沃、水源充沛、水质优良，是著名

的“鱼米之乡”。南县草龟、中华鳖、小

龙虾等特色农产品先后获中国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有“中国挂面之都”美称，

2014年被国务院纳入环洞庭湖生态

经济圈。

作为湖区农业大县，南县通过做

好农田建设统筹文章，助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织就湖区现代农业锦绣

图。2020年，南县入选农业农村部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

县名单，南县南洲稻虾小镇被授予第

二批省级特色农业小镇。2021年，南

县入选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稻

虾），南县小龙虾被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评为“一县一特”优秀农产品品牌，“南

县稻虾米”获第六届中国国际食品餐

饮博览会金奖、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

览会金奖、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食品行业类特等金奖。2022年，南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登上《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全国农田建设工作现场会

与会领导专家实地考察了南县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情况，县政府主要领导

在湖南省春耕生产暨耕地抛荒专项治

理现场推进电视电话会上就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作作典型发言。

“山色湖光步步随，古今难画亦

难诗。”如今的南县，宛如洞庭湖畔的

璀璨明珠，一幅幅富美新画卷正徐徐

展开。

农业实 田畴沃野绘丰景

粮丰则农稳，农稳则国安。

“不能把粮食当成一般商品，光算

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光算眼前账，不

算长远账。我县是粮食主产区，对粮

食安全更要有清醒认识，为国家多做

贡献。”南县县委书记罗讯在县委农

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掷地有声、铿锵

有力。

近年来，南县县委县政府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始终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逐

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

展”的“三增”目标。

南县农业发展班子强、人心齐。

坚持高位推动抓农业。实行县、

乡、村“三级书记”抓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今年夏天，南县

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全县上下全

面动员，县、乡、村“三级书记”身临一

线、靠前指挥，全体县级领导深入乡

镇、村组一线，调研、指导抗旱救灾等

工作，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各尽其

责，切实解决群众因旱情面临的实际

困难。南县累计投入1500多万元，出

动抗旱劳力41,368人次，出动送水车

辆92台次，出动抽水设备33,440台

次，将旱灾损失降至最低。

坚持强化机制抓农业。制定《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对领导体

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

核机制等作出明确要求，集中资源和

力量，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

坚持精准谋划抓农业。在总体原

则上，明确要求高标准农田必须用于

粮食生产；在治理内容上，坚持系统思

维，突出集中连片，因地制宜小田改大

田；在项目布局上，坚持与稻虾等县域

优势特色产业相结合。同时，着力打

造5个高标准农田示范片：茅草街镇

万亩双季稻示范片、中鱼口镇白吟浪

村农文旅融合示范片、三仙湖镇稻虾

三产融合发展示范片、青树嘴镇水环

境治理示范片、浪拔湖镇特色高效农

业生产示范片，让农业更有看头、农民

更有甜头、农村更有奔头。

南县农业发展潜力足、空间大。

南县耕地面积93.11万亩，近年来

增加6.67万亩；高标准农田占比达到

59.77%，粮油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为

84.82%，比全省高出20个百分点。

为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稻虾产业

发展，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南县创

新推进“种养结合、绿色循环、生态平

衡”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示范模式，围

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农业投入品回

收利用处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产养殖污染减

排、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地表径流综合

治理、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八大工程，

扎实推进并取得实效，被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评为“国家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与监督指导试点地区”，成为湖南

省唯一试点县，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与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相结合，打出了

一套绿色发展“组合拳”。

南县农业发展亮点多、成效好。

“南县草龟”“南县中华鳖”被农业

农村部登记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南县小龙虾”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获评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南洲稻虾米”“南县稻虾米”先后获评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克明面业获

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成为联合国全球供应商；顺祥食品被

认定授牌“中国小龙虾养殖加工研发

中心”，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40多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粮食生产和特色

产业高质量发展。

田野，孕育着丰收的希冀；农业，

正走出铿锵的步伐。

2021年，南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117亿元，同比增长10.3%，位居

益阳市第2位，成功跻身湖南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30强。

产业特 虾肥稻香美名扬

才观洞庭千里波，又食香米龙虾

宴。到南县品香米、吃龙虾已成为周

边县市居民的一种新时尚。

“我们要叫响‘洞庭八百里，南县

稻虾米’‘南县小龙虾，四季都有恰’品

牌，保护最好生态，生产最好大米，打

造国际顶级稻虾产品品牌。”南县县委

副书记、县长钟剑波说。

近年来，南县围绕湖南省特色小

镇发展要求精心谋划，坚持“发展有规

划、功能布局好，产业有规模、示范带

动好，加工有龙头、品牌形象好，三产

有融合、致富效果好，建设有特色、镇

域环境好”的“五有五好”标准，规划布

局稻虾小镇，形成了集科研示范、苗种

繁育、生态种养、加工出口、健康餐饮、

冷链物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稻

虾产业链。

据了解，稻虾小镇总规划面积

4.95平方公里，位于南洲镇，地处洞庭

湖畔，北与湖北省石首、公安、松滋相

连，西接常德市安乡县，东临岳阳市华

容县，东距长江沿岸对外开放城市岳

阳70公里，南离省会长沙140公里，

北至长江黄金水道30公里，区位优势

良好。稻虾小镇的建设，唱响了产业

发展新篇章。

田养虾、虾促稻，稻虾双丰收。

小龙虾不吃稻苗，专挑田间杂草

和水生生物，常见的稻飞虱、螟虫就是

可口的美味。小龙虾在稻田里不停地

翻动、觅食，起到了松土、活水、通气的

作用，让产出的“稻虾米”品质明显优

于一般稻米。

秋收时节，稻田一片金黄，水稻陆

续进入收割期。“稻虾养殖，每亩可产

出300多斤小龙虾，一年可卖3季；生

态种植的稻虾米，亩产达1000多斤，

价格更高。”南洲镇南山村赵某高兴地

介绍着，幸福感溢于言表。

南县聚焦高产高效，探索示范“稻

稻虾”“一稻三虾”等种养模式。其中，

浪拔湖镇大虾英雄队“一稻三虾”核心

示范基地，亩产大规格商品虾600余

斤、稻谷达1000斤，产值超万元，亩纯

收入达6000元。全县建立双季稻轮

作“稻稻虾”示范基地10个，覆盖南洲

镇、茅草街镇共6个乡镇10个村，示范

面积5700亩。

大养虾、养大虾，量多质更高。

南县大胆探索，在之前稻虾共生

模式的基础上，大力推广稻虾寄养和

育养分区等种养技术，引导农户从以

前只追求产量的“大养虾”模式转变

成追求质量的“养大虾”模式。2021年，

全县推广稻虾寄养面积10万亩，每

亩可产高规格优质商品虾150公斤，

优质稻谷 500 公斤，每亩收入可达

6000元，较常规水稻种植每亩增收

3000多元。

全县优化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业综合开发、新增粮食产能等涉农

项目资金，统筹使用，重点支持稻虾基

地基础设施建设，共创建全国绿色标

准化生产基地30万亩，打造7个高标

准集中连片万亩稻虾示范基地，22个

千亩稻虾产业示范园，创建了南县稻

虾现代农业特色产业集聚区。

加工精、品牌优，产品销路好。

2021年，“南县稻虾米”作为湘米

出湘唯一代表参加“2021年中国品牌

日”活动；“南县稻虾”作为湖南省4个

优质农产品片区品牌之一，参加北京

新发地全国特优农产品展销推介会。

创新开展南县稻虾米“四进四投”工

作，“四进”即进省直机关单位食堂，进

省、市政府驻外办事处，进知名商超、

酒店，进长沙高档小区，已对接省市

34家单位供应南县稻虾米约 50 万

斤；“四投”即在湖南卫视，微信公众

号新媒体，高铁、机场户外立柱，高

铁、航班头枕巾投放商业广告。借助

湖南卫视“稻花香里说丰年”国庆晚

会推介南县稻虾米，实现线上销售量

400%的增幅。

在湖南金之香米业有限公司可

以看到，该企业各类国省级奖项多达

12个，如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全国放

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省级现代农业

特色产业园、省重点保供企业等。“今

知香南县稻虾米”是中国首个荣获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国际金

奖”的大米品牌，“今知香南县大米”

被评为“中国好粮油”产品。公司拥

有稻虾米高标准、智能化生产线10条，

年产达20万吨，高端精品销往北京、

上海、香港等地。

湖南助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借助“互联网+”商业模式，创建了“特

色养殖、三产融合”为基础的稻虾特色

产业园；建立村播直播中心、“稻梦田

园”网红直播基地，2021年通过直播

带货实现线上销售1000 多万元；开

设“南县稻虾米”天猫、淘宝旗舰线

上店铺，2021年旗舰店线上销售额达

800多万元。

万亩水田连村秀，一帘秋色稻虾香。

2021年，南县稻虾种养面积稳

定在 60 万亩，产稻虾米原粮 32 万

吨、小龙虾 11 万吨，综合产值达到

150亿元。

大融合“三圈合一”齐发展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南县依托稻虾特色产业，加速研

发、加工、文化、旅游、社区等多功能相

互融合，闯出一条高端产业圈、美丽生

态圈、宜居生活圈“三圈合一”的新路

子，加快建设“工业强、农业优、三产

活、项目兴、生态好”的现代化新南县。

高端产业圈加速打造。南县助农

米业稻虾米特色产业加工园正式投

产，建设了年产近10万吨的全自动化

和精细化大米加工生产线，可实现年

生产销售高端南县稻虾米4.5万吨、胚

芽米1.5万吨、营养功能米1万吨、稻

虾米熟食米饭500万份。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顺祥食品有限公司二期厂房、5万

吨冷库及1条加工生产线建设完成并

正式投产，小龙虾年加工能力达6万

吨；其中，利用虾壳加工壳聚糖生产线

将有效解决小龙虾废料处理问题。贝

贝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南县产业园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将建设虾青素、氨

糖、壳聚糖和卡拉胶等4条生产线，全

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年纳

税1000万元以上。

美丽生态圈渐次成型。举办“人

间至味是家宴”专家评审活动，充分

挖掘整理南县特色美食，集中展示

“一碟小菜一碗饭、一壶美酒一盆虾”

的“四个一”传统文化底蕴。推出稻

虾特色游等乡村旅游线路，稻虾公

园、稻梦田园、广利源生态农庄等文

旅基地进一步发展完善。成功入选

第三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打造“南县米市”和“南县虾市”，

中心城区小龙虾主题餐饮店达到

400 多家，培育了“渔家姑娘”“虾先

生”等知名餐饮品牌。

宜居生活圈舒适便捷。实施城镇

“双清双改”“双百双提”“两供两治”和

城市更新“小微”计划等。投入4.65亿

元新建污水处理厂17个、配套管网

200余千米，率先在全省实现所有乡

镇污水处理厂全覆盖。小街小巷环卫

清理整治、“牛皮癣”治理和除“四害”

工作成效明显。获评“国家卫生县城”

“省级文明城市”，新创建“省级文明乡

镇”2个。创新开展农村公共区域“四

清”行动和农户美丽庭院“六个一”创

建活动。完成农村危房改造4800户、

农村改厕45,341户。新增省级卫生

乡镇6个、卫生村14个、美丽乡村示范

村8个。

促振兴 富民强县谱华章

群众参与齐上前，乡村振兴谱

新篇。

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南县持续

深化农村改革。惠农减负政策全部落

实到位，农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

护。累计流转土地面积达60万亩，占

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71.5%。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步伐加快，共培育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860家、家庭农

场800家，其中国家级示范合作社4家、

省级示范合作社10家、省级示范家庭

农场16家、省级百佳农民合作社2家、

省级百佳家庭农场1家；发展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组织218家，培育省级

示范区域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

1家。

为提升农村治理水平，南县进一

步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基层“一门

式”公共服务全覆盖工作持续推进，

乡村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五个

到户”工作在全县推广。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有效落实

防返贫监测与帮扶机制，各项扶贫

政策继续稳步实施，实现“防贫综合

保险”全覆盖，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

固拓展。成功申报13个省级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村和12个乡村振兴示范

创建村，完成新一轮驻村工作队选

拔，乡村振兴工作全面起航。南县浪

拔湖镇红星村作为全省唯一的“平安

乡村”创建典型案例编入全省村（社

区）干部线上集中学习课程。南洲镇

南山村“五治融合”促推乡村振兴做

法被《法治日报》《学习强国》等媒体、

平台予以推介。

“郁郁林间桑葚紫，茫茫水面稻苗

青。”乡村振兴、稻虾共生让南县这块

肥沃的土地成为令人羡慕的福地。

罗文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也是

首个“国际涂鸦艺术村”，花海、涂鸦

交相辉映，罗文夜市，光影闪烁，藕池

河东支如一条玉带，穿境而过。南洲

村处处繁花，步步美景，亭榭楼台，鸟

欢鱼跃。在南县，稻梦田园、生态稻

虾第一村、广利源生态农庄、呈宝龟

趣园将现代农业与休闲观光相结合，

既可以漫步田间，听蛙鼓虫鸣，与天

地对话；也可以观赏稻花的轻舞飞

扬、小龙虾的跋扈矫健；还可以把笑

声抛向天空、沉到水底，与低头的

“牛羊”、“躬耕的农人”来一次亲密

合照……

“千顷蒹葭十里洲，溪居宜月更宜

秋。”南县风景如画，更是幸福满满。

2021年，南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21,517元，同比增长10.4%；

全县村级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较2018年

增长68%；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407人，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

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的安全

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潮涌风正劲，扬帆破浪行。南县

这颗“洞庭明珠”，正以时不我待的干

劲，健步迈向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特色发展的康庄大道。

（本文配图由南县稻虾小镇办公室提供）

才观洞庭千里波才观洞庭千里波 又食香米龙虾宴又食香米龙虾宴
————湖南益阳市南县稻虾小镇高质量发展纪实湖南益阳市南县稻虾小镇高质量发展纪实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左二）调研南县金之香稻虾基地规模种养结

合新模式，并听取湖南金之香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志光（右一）汇报该公

司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创优发展愿景。

南县南洲稻虾小镇生态稻虾第一村稻虾园

生态美味南县龙虾宴
中国首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大米

品牌——“今知香”南县稻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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