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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意之“敢”
造“海”养虾，他前后花了近十年

重庆没有“海”，如何养“海虾”？
近日，记者走进大足区零抗水产公司

的养殖基地，2000平方米的封闭厂房内，
分布着近百个虾塘，虾苗们自由游弋在
30℃的“温泉”中，空气中弥漫着海的味
道。

“这是我花费数年造的‘海’！”在大足
区大安农业园区，指着封闭厂房内的虾
塘，定居重庆的江苏人宦国新给记者讲述
着自己造“海”养虾的故事。

这是一个敢为人先的故事。
从思考着打造虾子养殖基地的那一

刻起，重庆零抗水产公司总经理宦国新就
准确把握海鲜产品的核心要义——无抗
养殖，为保护消费者健康，养殖安全营养
无抗生素残留的南美白对虾。

海鲜养殖靠海水，内陆重庆没有海，
宦国新就自己造！“人工调制海水不难，难
的是如何换水养殖，因为平均养一斤虾的
换水量可达50吨，这在内陆重庆简直是
天方夜谭。”为此，宦国新花6年时间，专
门研究出了生物絮团技术，通过为人工海
水添加微生物，有效去除养殖水体中的粪
便、残饵等颗粒物，形成生物循环，相当于
打造了一个封闭的海洋生态系统。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足足花了 3
年。”凭着一股倔强，宦国新卖掉了城里的
房子，每天24小时住在工棚，对每个虾池
进行实时监控。

更难得的是，零抗水产公司为达到生
态平衡，养殖过程不添加任何抗生素，同
时养殖“海水”可以循环使用，无任何排
放，不会对外部环境造成污染。“这些诞生
于重庆的海鲜，拿到了国际权威机构认证
的无抗养殖证书。”重庆盒马商品总监李
多思补充道。

“用生物絮团养虾，难点在于维持生
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重庆市水产技术推
广总站研究员李虹介绍，这项技术大多存
在于实验室，能进入规模化商业运用，在
西南实属首例。

好生意之“快”
“鲜”人一步，产地缩短1000公里

内陆重庆也能养“海虾”了！这到底
是不是一门好生意？还需市场的检验。

13日上午，记者来到盒马重庆冉家
坝店现场打探。

“轻点！轻点！小心它蹦出来。”每次
顾客挑虾，盒马重庆冉家坝店的周娟都异
常紧张，因为活度太高，池子里的虾随时
可能蹦出水缸。

这种活蹦乱跳的南美白对虾，一个半
小时前还在大足养殖基地的虾池里，很快
就将“蹦”到市民的餐桌上。

好生意，就是要“鲜”人一步。食品行
业特别是海鲜，必须鲜活才有好的销路，
这既是对经营者的硬性要求，又恰恰是很
多企业难以保证的。

据周娟介绍，以往重庆市民要想吃到
海虾，最近的产地是广东湛江，经过1200
公里、10多个小时的长途奔波，虾会进入
休眠状态。

路程遥远，又要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
运到销售点，自然就对运输设备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车子快、供氧好、气温稳……
为了防止海鲜在路上死亡甚至变质，运输
成本会大大增加。

食品安全大于天，在最近日本排放核
污染水的阴影笼罩下，喜欢吃海鲜的消费
者，对舌尖上的安全更加看重。

如今，大足的南美白对虾在重庆盒马
上市，从基地到门店不到200公里，运输
只需一个半小时。“这些诞生于重庆本土
的‘海虾’，活度非常高。”李多思介绍，目
前这些无抗虾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每天
限量两百斤，靠着新鲜，每到下午就会卖
光。

好生意之“大”
“钱”景广阔，引来不少资本关注

造“海”养虾，宦国新为何选在大足大
安农业园区？

面对记者的提问，宦国新的回答暴露
出他的“野心”。

“大足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
城市，区位优势显著，处于成渝两地中心
节点，有天然的交通优势。最快一个半小
时，鲜虾便能从虾塘到餐桌，让川渝市民
品尝鲜活的虾。”宦国新说。

大足区大安农业园区，是四川安岳与
重庆大足合作建设的园区，顾名“大安”。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背
景下，宦国新正是看准了川渝市场的广阔
前景，在成渝中轴线的大足区落地生根。

落地生根必将开花结果，随着零抗水
产的工厂化、规模化养殖，重庆也能产“海
虾”了。

从3年前第一批虾试验性出塘，到现
如今形成稳定规模，为了让宦国新安心养
虾，盒马不仅提供了后端的运输、包装、推
广等工作，还给出承诺：产多少要多少！

宦国新表示，大量的订单不仅给了他
底气，也引起了不少资本的关注。今年拿
到融资后，预计明年的产能可达30万斤，
可供应成渝两地30多家盒马门店。

随着内陆养殖海产品技术的日益成
熟，这一技术的发展对内陆甚至是全国水
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业内
人士估计，全国内陆海产品养殖可达数百
亿级的市场规模。

重庆养虾，底气十足！在日本核污染
水阴影笼罩下，你把握住风口了吗？

新疆人工海产养殖试点取
得成功、首批来自重庆大足的
“海虾”在盒马上市……最近，
在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这一阴影
笼罩下，对喜欢吃海鲜的市民，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因为看好川渝市场，重庆
零抗水产公司总经理宦国新在
大足造了一片“海”，专门养“海
虾”，并引来了资本的关注。目
前，我国已全面暂停进口日本
水产品，海鲜养殖也不再是沿
海城市的专利，在内陆重庆造
“海”养虾，或许是一门不错的
好生意。

大足区零抗水产公司的成立也带动了
周边村民致富增收。

村民沙子谷已经在养殖基地工作了2
年，主要从事投料工作，除了一份稳定的薪
水外，沙子谷家里的4亩地也全部流转给
了基地。每年流转的费用按当年谷子的市
价支付，一次性流转了30年。

“有土地流转的费用，还有工资。”沙子

谷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工作不累，离家
又近。”

“当前，我们正在从事稻虾共生养殖试
验。”宦国新介绍，为了带动周边农户致富
增收，基地未来将在周边大面积推广稻虾
共生养殖。“我们提供技术和种苗，农民按
照要求进行养殖，最终我们统一收购出
售。” 重庆商报记者 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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