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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旻琚

产业有看头⑨

水产新贵东风螺
如何助力昌江乘上现代渔业发展东风？

在昌江海尾智慧渔业产业园里，一
盆盆满满当当的带鱼倒入培育池中，不
一会儿，带鱼上吸附着密密麻麻的螺，这
就是被誉为“水中游走的鸡腿”——东风
螺。

海南省智慧渔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毅军介绍道，别看东风螺小
小一粒，却特别“能吃”，喂食的次数随着
东风螺个体增大而调整，从螺苗时期1天
喂几次，到1天喂1次，再到3天喂2次。

在2023年底举办的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上，昌江东风螺
协会与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1亿元意向订单。

近几年市场需求日趋旺盛，东风螺是
市场上畅销的优质贝类，逐渐从沿海地区
销往内陆城市，有供不应求之势。但东风
螺产业想要高质量发展，仍要克服很多问
题，东风螺能否让昌江发展现代渔业乘上
东风？

海南水产新贵东风螺，
全产业链产值约60亿元

东风螺又称花螺，吃起来鲜嫩爽脆，
近年来深受广东、福建、海南地区人民喜
爱。

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陆续展开一
系列有关东风螺养殖和繁育方面研究，
但进展较慢。得益于海南适宜的水温和
良好的水质，直到2002年，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科学院（原海南省水产研究所）成功
培育出方斑东风螺螺苗119万粒，自此方
斑东风螺的人工育苗和养殖才取得突破
性进展，真正实现了方斑东风螺的规模
化养殖。

当前，海南是我国方斑东风螺养殖
的主要产地，《2022 年中国渔业统计年
鉴》报道及调研数据显示，2021年，海南
省东风螺年育苗量超过30亿粒，占全国
的90%以上；东风螺养殖年产量达1.4万
吨，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直接产值15
亿元以上，全产业链约为60亿元。

东风螺养殖效益在海南目前水产养

殖种类中名列前茅，价格一直维持在120
元/公斤左右，是入选海南省“三鱼一虾
一螺”（石斑鱼、金鲳鱼、罗非鱼、南美白
对虾、东风螺）热带水产种业的唯一贝
类。

与对虾、生蚝等常见养殖海鲜的养
殖史相比，生蚝从宋代起就有养殖记载，
对虾20世纪50年代开始养殖，反观东风
螺的养殖仅有20余年，可谓水产新秀。

曾被渔民当成杂螺扔掉的东风螺，
现在已经是人们喜爱的海鲜之一。

在红海中寻找蓝海，
后发优势不可小觑

2005 年，海南把方斑东风螺养殖技
术作为重大项目推广，万宁、琼海、文昌、
昌江等地均有养殖东风螺，使海南成为
全国最大的东风螺产区，被誉为“花螺之
乡”。

昌江的海岸线全长65.97公里，北起
珠碧江入海口的海尾镇新港村，南至昌
化江入海口的昌化镇咸田村，有着绝佳
的自然条件。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东风螺产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全县东风螺养殖面积将近700
亩，年产值约为3亿元。共有东风螺养殖
户 300 户，主要分布在海尾镇、昌化镇。
其中，海尾镇新港社区较为集中，在当地
已形成产业规模。

据了解，东风螺属于流水养殖，对
养殖环境要求高，几乎不造成污染，其
特有的钻沙习性对滩涂地质亦有改良
作用。此外，由于东风螺耐缺氧能力很
强，可离水运输12~24小时，适合长途运
输销往全国各地。

王毅军介绍，尽管当前昌江水产养
殖规模小，实际养殖面积仅占昌江可养
殖面积的22%，但发展前景广阔。

相比起海南东部水产养殖行业竞争
较为激烈，昌江宽阔的养殖基地与相对
更洁净的水质，让昌江更具竞争优势，属

于发展现代渔业的“蓝海之地”。
另外，昌江目前的养殖品种市场价

值低，而东风螺的养殖效益高，有望带动
当地养殖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再者，
东风螺从一粒种苗到一只商品螺，需7个
月的成长时间，在水产养殖方面具有较
大优势。

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高坚同样看好昌江的东风螺。
王高坚认为，昌江的螺类价格较有优势，
口感比较甜，拿到网红城市长沙售卖，应
该很有市场。

填补水产养殖工业化空白，
引领产业提质升级

但东风螺产业要想高质量发展，仍
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亟须突破。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曾对东风
螺产业链三大痛点进行了梳理，一是品
种结构不合理，种业体系不够完善。受
养殖周期及市场销售等因素影响，海南
省以养殖方斑东风螺品种为主。

调查显示，方斑东风螺养殖面积占
90%以上，泥东风螺则不足 10%，品种结
构较为单一。

二是养殖生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标准化生产程度较低。海南东风螺养殖
管理技术以流水工厂化养殖技术为主
导，生产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标准化程度
较低，应对季节性和外源饵料风险的能
力较弱。

三是东风螺产业链延伸不足，新业
态融合发展不够。海南东风螺采后成
品科学分拣分级、包装、鲜活贮运和
销售等产后配套设施缺乏，满足不
了收获期大批量成品贮运、鲜活
等商品化处理需求。

此外，海南东风螺地理标
志品牌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新业态融合发展不充分，缺乏
特色和吸引力。

在2023亚太海洋渔业产业
发展论坛上，广东越群海洋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宇聪表
示，要克服东风螺产业发展瓶颈，关键在
于要建立起标准，可控、绿色高效的养殖
管理，使上游和下游产业链得以延伸发
展。

2022 年以来，根据产业高质量发展
标准先行原则，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拟编
制东风螺的产业标准体系和全产业链标
准。该标准体系的建立，将填补海南省
涉渔标准体系制修订方面的空白，有助
于海南省东风螺产业发展更加标准化，
进一步打造东风螺产品的品牌化。

据了解，东风螺全产业链创建标准
化示范基地正在创建当中。

2022年12月16日，海南省东风螺养
殖协会在海口举办“海南花螺”品牌建设

“百日先锋行动”倡议活动，携手相关企
业合力推动“海南花螺”品牌建设。

按照“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
渔业走”的要求，昌江正加快推进海洋渔
业转型升级和转产转业，持续推进“深蓝
渔业”产业化发展，4434亩的智慧渔业产
业园正在打造水产养殖产业化、规模化、
品牌化的绿色、生态、环保的现代水产养
殖产业园。该产业园五月下旬投产的
300万粒东风螺种苗，预计2024年1月上
市。

王毅军信心满满地说道：“昌江海尾
智慧渔业产业园将填补昌江工业化水产
养殖市场中这类产品的空白，引领昌江
养殖技术的发展和升级。”

昌江海尾智慧渔业产业园昌江海尾智慧渔业产业园。。

东风螺正啃食带鱼东风螺正啃食带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