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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在吸收水中的氮上，水藻
和废水处理厂有着一样的效率。”瑞典
皇家理工学院的研究者 Gr觟ndahl 说，他
正负责着一个海洋农场的研究项目，将
海藻转化成对生态友好的食品、药物、
塑料和能源。

海水的富营养化导致了水藻的大
暴发，滨海浴场的使用受到干扰，整个
生态系统也遭到了威胁。

“我们收集海岸边的藻类，然后培
育出新的藻类。”Gr觟ndahl 说。

目前，从波罗的海开始，沿着瑞典
南部海岸，水藻正在被打捞，以转化为
沼气。海岸边的水藻非常丰富，据估计，
特瑞堡市海岸过量的藻类的能量，相当
于 280 万柴油。

地球表面大约有四分之三是海
洋，海洋拥有和陆地一样巨大的生产
力。现在，人类利用了陆地生态系统
40%的生产力，却只利用了 1%的海洋
生态系统。

不幸的是，目前这种利用包含着
无情的剥削，渔业捕捞压榨着海洋资
源。“我们真的需要新的解决方式，比
如将这些过量的藻类转化成燃料，培
育能够制造特殊产品和食品的藻类。
Gr觟ndahl 说。

Gr觟ndahl 指出，藻类含有维他命、
氨基酸和矿物质，以及包括铁在内的元
素周期表中的所有物质。水藻可直接实
用或烹调；近年来，瑞典越来越多的人
对藻类产品和食品越来越有兴趣。由于

亚洲饮食文化的普及，甚至香料和食用
油都能用藻类生产。

比如说，有一种海藻以“糖海带”著
称，其含有的糖分多达甜菜的三倍。“当
相应的产品能够以生态的可持续的方
式用藻类生产时，以棕榈油和甜菜种植
增加土地的负担当然是不明智的。”

在将来，水藻将成为动物饲料的成
分以代替现在被广泛使用于猪和家禽
饲料中对环境有害的鱼粉。

此外，鱼粉也作为养殖鱼的饲料，
其生产原料则是野生鱼类。数据显示，
生产 1 公斤用于养殖鱼的鱼粉要使用
不少于 5 公斤野生鱼。

“很明显，以鱼养鱼并不是一个好
主意。在这个案例中，用海藻喂养将对
环境有极大的好处。”Gr觟ndahl 说，“更
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海洋农场养殖的藻
类对整个海洋环境有利，因为他们会在
游离水中形成二次礁体，能吸引鱼类和
其他的动物。”

“我们非常兴奋，研究能对环境有
所裨益，当我们对藻类加以利用时，一
方面改善了水的富营养化，另一方面能
够吸收海水中的氮、磷等元素。”

一种被挑选出来的用于海洋藻产
类是糖海带———这是一种常见的海带。

藻业类似于蚌的养殖，通过浮标和
吊绳让藻类悬浮，在冬季，为了防止结
冰，可以在更深的海底进行培育。

在 Gr觟ndahl 看来，瑞典的海岸是培
育大型藻类的优良之选，这里有群岛和

良好的避风港。确保藻类在每个季节生
长的唯一要求是阳光。第一个藻农场已
经开始建成并运营，地点在瑞典和丹麦
水域分界处。

对一些人来说，自从海岸边布满了
桶，就存在着一个视觉上的问题，Gr觟n-
dahl 解释说：“‘不要在我海水浴的海边
养殖’是他们的反馈。”他承认，让民众
接受这个项目需要一定的时间。

另一方面，研究者们也将进一步仔
细地研究大型藻类是否真的会产生波
浪衰减的效用，从而影响海洋环境的运
动。一定数量的藻类沉入海底分解时将
造成局部的缺氧，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大
的问题。

Gr觟ndahl 认为，海洋农业的项目将
促进瑞典农村地区的发展。

“ 我 们 创 造 了 全 年 的 工 作 。 ”
Gr觟ndahl 说，一个例子是陆地上的孢
子体农场，它们与藻类一起播种在绳
索上，当微型植物形成并下沉，他们就
能在海洋中生长。

大约六个月之后，这些藻类就已经
长成，收获之后将他们运送到陆地上，
再用生物精炼工艺进行处理。

“这将是海洋中的能量，从一开始
我们就计划建造 2 公顷的海上农场，当
项目的收益增长越来越快，更多的农民
和企业将抓住时机参与其中。”

“在 15 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海岸边
培育的大型藻类，将创造一个人们赖以
谋生的新产业。” （胡璇子编译）

藻类有望成为主要经济作物

“我不在农场，老王肯定在的。穿过农场的
滩涂区域，前方就是美丽的高邮湖。”

发微博的是王鲜记农场的女主人张玉鸾。
在水产人的圈子和网络上，人称她为“扁担
姐”。她说的“老王”，是她的先生王俊———王鲜
记大闸蟹的掌门人。

夫妻二人都出生于“跑鲜”世家，如今，在
祖辈世代生活的美丽的高邮湖湖区，他们组织
农业合作社，兴建生态农场和养殖基地，将“王
鲜记”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成为“新农
人”中的佼佼者。

深耕高邮湖

高邮湖位于苏皖交界处，水域总面积约
760 平方公里，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是江苏省
第三大淡水湖。

高邮湖属于浅水型湖泊，这里水域宽阔，
水质清透，是各种鱼类、鸟类和水生植物得天
独厚的栖息生长之地。说起高邮湖的美与好，
扁担姐如数家珍。

“水产就是靠水吃饭，高邮湖是开放的水
源，水质好，自然水源养殖，这是独特的资源优
势。”生于斯长于斯的她，对待这大自然的慷慨
馈赠，有着特别的自豪。

5 年前，做了 20 多年水产生意的夫妻俩从
扬州城里搬到了湖畔的菱塘，开始琢磨起了大
闸蟹的养殖。

养大闸蟹并非易事。“大闸蟹的品质好与
坏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无论是选亲体、育苗
还是养殖，这三大工程我们都是自己完成。”

在如东入海口，“王鲜记”建立了蟹苗育种
基地，选用半斤以上的公蟹和三两五以上的母
蟹，培育出发育强壮的蟹苗。在养殖上，他们将
蟹苗投放到高邮湖的天然水域，以海鱼为饲料
喂养，摒弃了传统的高密度养殖方法，取而代
之以天然的养殖方式，螃蟹们个个吃得好，虽
然产量减少，但是质量提了上去。

“资源优势再好，不好好养蟹，也出不来好
的产品。”扁担姐说，他们要以尊重科学和自然

的态度摸索大闸蟹的生态养殖。“水源好，吃得
好，挑选的标准严格，我们的大闸蟹才会有稳定
的品质。”

在她的眼中，先生王俊对螃蟹有着一片痴
迷。看到螃蟹趴在水草上，他就知道螃蟹不舒
服；每天早饭过后，王俊就在自己家的蟹塘前溜
达；睡觉之前，他放心不下，还得再巡逻一番。

王俊是个爱琢磨的人。在“王鲜记”创立初
期，他们发现螃蟹在运输途中极易发生撞裂，往
往还没到目的地，早就磕磕碰碰，没了卖相。王
俊琢磨了一段时间，想出了一个“妙招”，在螃蟹
间垫上水草，这样一来，既减少了碰撞，又给产
品多了“认证”———不仅是产于高邮的螃蟹，还
有高邮的水草。

一只螃蟹的生长并不容易。从蟹苗变成真
正膏满肉厚的大闸蟹，需要 700 多天的漫长蜕
变。对于水产人来说，这 700 多天的分分秒秒都
充满了风险，“我今年做得好，不代表明年也做
得好，稍微放松警惕，问题就会随之而来”。

为了养好螃蟹，夫妻俩到处拜师寻访，向富
有经验的渔民请教养蟹技术。在王俊看来，无论
是做水产生意，还是搞大闸蟹养殖，都是祖辈们
传下来的一门手艺，学手艺就得有敬业精神和
对手艺的尊重。

“这个圈子太大了，有很多高手在民间，技
术水平很高。”在养殖大闸蟹的过程中，他们除
了积极向高手讨教取经，还自己买来专业书籍
下功夫钻研，夫妻俩对这门祖传的手艺，有着谦
虚和敬畏。

闲暇时间，王俊也会向身边的渔民传授自己
积累的养蟹心得。“高邮湖做水产养殖的有很多，
光一两家好那不行，大部分不行，别人就会说高
邮湖的产品不行。只有大家都好了，才能做出高
邮湖的品牌，也才有更好的市场。”扁担姐说。

玩转新媒体

“大闸蟹们正在你追我赶地蜕最后一遍的
壳呢，水草上，每天都可以看见很多蟹壳和正在
蜕壳的蟹呢，最近大伙减少了水中作业的频率，

也是为了给大闸蟹们一个安静的环境。蜕壳完
毕后，大闸蟹们就进入了壮膘期了，等上个几回
秋风，就上市了啊。”

在扁担姐的微博上，这样的信息时常可见。
她的微博名叫“扁担姐的大闸蟹”，在这里，她经
常向微博网友们介绍大闸蟹的知识、分享大闸
蟹的生长。工作有空闲，她还喜欢和微博上的
朋友打打趣，调侃一番，再来个农场生活随手
拍。

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始使用微博以来，她已
经发了近 2 万条微博。除了微博，扁担姐也开通
了微信，她的朋友圈人数多达上千人。

“我以前可是只会用手机打电话的人，”扁
担姐说，2012 年，他们的农场来了一名年轻人，
建议她也用用微博，“我当时心想的是哪有这么
多闲工夫，有人会看吗？”

抱着试试的心态，2012 年 10 月，扁担姐发
出了自己的第一条微博。她的微博内容大多关
于大闸蟹，这吸引了不少同行，也招来了“老饕”
网友，留言询问如何购买扁担姐家大闸蟹的人
数渐渐多了起来。

虽说日子不算长，但是扁担姐所发的信息
内容有趣，语言活泼幽默，不时还能蹦出一两个
时髦词汇，日子久了，扁担姐在微博微信圈子
里，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行朋友，也有了一批
忠实的粉丝。

新媒体的“口碑传播”，让扁担姐和“王鲜
记”大闸蟹为更多的人所知。“王鲜记”的分销渠
道也是这样得以开拓，当时分销商通过微信辗
转主动找到了扁担姐，提出合作的意向。“我当
时也没多想，就把产品寄了出去，没想到现在的
销量还蛮稳定的，卖得挺不错。”

扁担姐也会揣摩朋友们如何介绍自己的
“王鲜记”，看他们如何与客户打交道，对她来
说，这是学习的新方式。

新媒体也给扁担姐提供了直接接受反馈的
渠道。“你的消费者是最诚实的，好他们会晒出
来，不好他们也会晒出来。有的人还会再买，但
并不是每一个消费者都给你弥补的机会。”

每过一段时间，她会在网上发发福利，或打

折或赠送，以感谢一直支持她的老顾客。最近，
她又在网上发起了投票活动，让网友们自己选
择喜欢的产品包装。扁担姐说，与网友和买家的
互动，总是能提醒她不断反思如何改进产品和
服务。

近一两年，“王鲜记”进驻了淘宝，在工商银
行融 E 购上线，还成为了顺丰优选在华东区的
重点扶持对象。除了传统的门店和超商等渠道，
扁担姐和王俊带着他们的“王鲜记”正在一步一
个脚印地开拓新媒体营销平台。

“我们首先要踏踏实实做好产品，然后再进
行品牌的传播，营销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未必
都能抓住忠实的客户群，”扁担姐说，“农业就怕
走得太快，我们会一步一步来。”

快乐新农人

近几年，“王鲜记”规模越做越大，盈利也相
当可观。不少营销、咨询、风投团队主动上门，却
被扁担姐一一拒绝。

“做农业不是一朝一夕，做农业快不起来，
做农企要学会拒绝诱惑。”扁担姐说，“老干妈”
是她比较欣赏的品牌和企业，不贷款，踏踏实实
地干事，“我希望我的企业不要太大，但是能够
慢慢走”。

如今，在高邮湖畔，夫妻二人经营着生态农
场，农场里有着千亩的蟹塘，蟹塘周围种满了开
花着绯红花朵的石榴树，农场道路两侧种植着高
大的柿子树。扁担姐通过微博求购种子，“适宜江

苏苏北地区种植，品种最好有观赏性，采摘起来
有趣味性”，她要将这些种子种在自己的农场里。

他们的农场共有 320 名农人，他们大都是
附近的渔民和村民，也有新招入的年轻人。他们
免费在农场吃饭和住宿，还能享受全网覆盖的
便利，不少人全家都在农场工作。

有朋友不解，农场又不是终身的处所，何必
如此用心布置和安排？扁担姐却不这么认为，

“如果你连生活品质都不重视，又怎么可能重视
自己的产品呢？”

“我们一方面确实要创造财富、改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护、改善环境，最重要的
是，我们还要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谁规定去农
村就非要受罪呢？”

在微博微信上，扁担姐会及时地分享在农
场里的所见所闻，无论花、草还是蜗牛，小鸟还
是兔子，扁担姐眼中的农场趣味盎然。“老王”经
常调侃她：“你看也没几个点赞嘛，没什么人关
心你。”

扁担姐和他的朋友们虽然未曾见过面，但
是大家“神交”已久，“他们教会我好多东西，比
如怎么用羊奶制作手工皂，怎样制作韩国泡
菜”。

还有一些朋友慕名到农场参观，扁担姐热
情待客，摄影师来了，画家来了，鸟类的爱好者
来了……对于扁担姐来说，他们都为她带来了
另一个世界的新鲜知识和见识。

“我的产品是大闸蟹，但是我的生活里不是
只有大闸蟹。”扁担姐说。

在未来，藻类将从令人头疼的环境难题升级为富有价值的自然资源
和原材料。

高邮湖畔“新农人”
■本报见习记者 胡璇子

新农人

编
者
按

做水产之所以叫“跑鲜”，是因为东西总要赶着新鲜
售卖。张玉鸾的印象里，她的父辈们总是担着一根扁担疾
走如飞。一根扁担传承了跑鲜人的手艺，也记录了他们的
付出与辛勤。以“扁担姐”命名，是她希冀自己担得起传统
跑鲜人的技艺与责任。“扁担姐”声音温柔，笑声爽朗。采

访中，她说得最多的，是行业里高手如云，他们仍待学习
提高，未来之路还需脚踏实地慢慢前行。如今，他们正在
研究产业链的延伸和其他水产品，进行着新的尝试。带着
传统“跑鲜人”的勤劳、踏实和质朴，老王和扁担姐在高邮
湖畔做着快乐的“新农人”，他们的“田园梦”正在继续。

农人没有诗人的浪漫，更没有明星的风采，却有着坚定的信念，用双手去挖掘生存最基本的东西。在现代中国，农
人一词被赋予了全新的概念和意义。走入公众视野的新农人中，不乏海归回国、城市青年下乡或乡村进城求学然后再
回乡的高学历人士、有经营工业商业的成功者，也有进城务工、在外参军转业回乡的草根青年农民。

无论出身，能力、阅历、经历、理念、追求，对农业这一古老产业的探索和突破，对传统个体农业经营方式的组织和
融合，是这类人群的共同追求。《农业周刊》将开辟“新农人”专栏，走近特定时代背景下演绎出的这类群体，去记录中
国现代农业的特殊生力军。

跑 鲜 新 农 人

第四期 现代农业台湾行
海峡两岸新农人现代农业商务考察合作之旅
考察时间：2014年 12月
联合发起院北京志起未来营销咨询集团

北京农合家园咨询服务中心

中华海峡两岸新农村发展暨环保科技交流协会

7 天时间把台湾先进农业模式带回家
新农人学习台湾农业的私人定制之旅
看过台湾农业的人都在感叹院原来农业的模式和做法有这么多浴
学了台湾农业的人都在感叹院如果早一点学到我肯定可以更好浴
在世界，台湾与大陆的农业结构具有诸多相似性，台湾现代农业的发展，值得大陆
的农业人考察和学习。
北京志起未来营销咨询集团携手农合家园，发起台湾农业考察团，7 天时间，把台
湾先进农业模式带回家，学习台湾农业的现在，就是助力企业的未来！

这 7天，你会得到什么？
1.快速系统地了解台湾现代农业亮点 2.多方面学习先进的农业模式

3.熟悉台湾农会袁为合作社做借鉴 4.了解台湾农业金融模式和优点

5.学习台湾精致农业袁实现竞争升级 6.学习台湾休闲农业的做法和优势

7.考察台湾农产品的生产尧营销方式 8.学习台湾有机种植的操作方式

9.结交农业领域的新农人和专家 10.大陆和台湾资深专家随团指导

11.考察后专业团队跟进辅导 12.顺便来一次绿色的宝岛之旅

详情扫描精致小型考察团，新一期团员招募中！
抢先报名热线（每期原则上 20 人，超出人数自动顺延至下一期）
010-84378226 13911051048
邮箱：lidongyan@lizhiq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