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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稻田龙虾文化嘉年华以“虾

红稻绿 一池共富”为主题，通过举办

“‘虾’路相逢勇者胜”龙虾厨王争霸

赛、“遇‘稻’美好”民俗文化汇演、“稻

香虾美 相约池宅”稻田欢乐跑、“快

乐一‘虾’”龙虾垂钓王争霸赛、活力

石 柱“ 虾 ”日 狂 欢 稻 田 音 乐 会、“ 回

‘稻’童年”农耕文化研学、“清凉一夏

‘虾’季有约”美食盛宴等“虾”元素满

满的活动，持续释放“食、游、娱、演、

赛”的活力，进一步打响了池宅龙虾

品牌，也点燃了乡村夏日的消费新热

点。

三天里，八方游客涌入这个小村

庄，齐聚在稻虾种养殖基地，深切地感

受着这个宝藏乡村带来的魅力。池宅

村的魅力在厨王争霸赛的烟火里，“从

没见过这么多口味的小龙虾，比赛很

精彩，池宅龙虾也是真好吃。”大厨勺

下的池宅龙虾让市民张锦润觉得不虚

此行；在欢乐跑的赛道上，“今天的赛

道很有特色，沿路上还有很多村民为

我们呐喊加油，跑得很带劲。”男子组

冠军吴振涛赛后感慨着这里的淳朴民

风；在龙虾垂钓王者争霸赛的田埂上，

“钓龙虾很有意思，参与此类活动，感

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选手林琬琂完

赛后仍意犹未尽；在一家家美食摊位

里，“这里不仅有各式本地传统小吃，

还能尝到来自武义、兰溪的小吃和美

味。”市民杜珣珣在这里乘兴而来，满

意而归⋯⋯

小龙虾聚人气增活力，更促进了

消费。据统计，本次嘉年华客流量超

3万人次，售出小龙虾3000余公斤，现

场销售额达12万余元。

融媒记者 胡莹璐

从稻虾共富的新从稻虾共富的新““丰丰””景景
看美丽乡村的好前景看美丽乡村的好前景

永康市首届稻田龙虾文化嘉年华侧记永康市首届稻田龙虾文化嘉年华侧记
小满一过小满一过，，当稻田上绿浪起伏当稻田上绿浪起伏、、

红虾穿梭时红虾穿梭时，，石柱镇池宅村的稻虾石柱镇池宅村的稻虾
种养殖基地迎来了稻的生长季种养殖基地迎来了稻的生长季、、虾虾

的丰收季的丰收季。。55月月2424日至日至55月月2626日日，，永康市首届永康市首届
稻田龙虾文化嘉年华在石柱镇池宅村热闹举稻田龙虾文化嘉年华在石柱镇池宅村热闹举
办办，，为市民打造了一场集农耕文化为市民打造了一场集农耕文化、、民俗表演民俗表演、、
国潮音乐国潮音乐、、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龙虾文化盛宴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龙虾文化盛宴，，并并
以虾为媒以虾为媒，，全面展示了池宅村因地制宜全面展示了池宅村因地制宜、、共富发共富发
展的丰硕成果展的丰硕成果。。

在石柱，实现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可

不止池宅村，这里各处的共富星火正在

燎原。在妙端村，投资约 9690 万元的

智慧电商产业园镇级抱团项目正建设

得如火如荼；在伟丰直播工作室，永康

肉麦饼通过手机屏幕销往全国各地，也

为当地村民带来就业良机；在同心共创

共富农场，引进的优质农产品让闲置土

地变成“金土地”，每年实现创收 300 余

万元。

在本届嘉年华的美食活动里，有两

个特殊的美食摊位，它们来自武义大溪

口乡，给游客带来了武义农特产油豆腐

和黑木耳。近年来，通过共建共享，柱

溪两地结下了深厚友谊，同时也结出了

不少共富之果。“共富农场”促进两地增

收，该项目还被评为金华市“百镇共建

强基”行动首批最佳共建项目；两地联

合投资 300 余万元打造农旅综合体、投

入 80 万元共建资金推进建设山下鲍文

旅研学基地和溪口村民宿集群，建成后

预计每年可增收 17 万元。目前，两地

共建的落地项目共计12个。

本届龙虾文化嘉年华不仅是推介

池宅村的好时机，更是展现石柱镇乡

村振兴成果的重要窗口。从自然禀赋

上看，石柱镇有着大面积山水田园风

光，且处近郊，是市民们勿需远行即可

追逐的“诗和远方”；从共富成果上看，

石柱目前共创建有共富工坊 8 个，增加

工作岗位 198 个，辖区内所有落后村的

村集体经济年创收均实现超 50 万元；

从产业发展上看，高标准农田不断提

升、工业产值再攀新高、依山傍水建设

省级森林康养名镇，石柱镇可谓在一

二三产业实现均衡发展的同时仍后力

强劲。

●● 因地制宜 ●●
这里乡村振兴

后力强劲

池宅稻虾种养殖基地是由池宅村

党支部以“村集体+农户”的入股模式

创新发展出的共富成果。每年三月进

行农田放苗，五月底龙虾捕捞完毕，六

月进行水稻种植，通过利用时间差，农

田被充分利用，从而实现了水稻种植、

龙虾养殖、休闲垂钓的“一田三收”盈利

模式。

从过去的零散闲置土地到如今的

高标准稻虾良田，从过去一年只种单季

稻到如今一田三收，从过去的经验不

足、销路不畅再到如今的200多亩稻虾

田规模养殖、年产龙虾2.5万余公斤不

够卖、全年村集体增收超 50 万元。近

年来，池宅村的小龙虾产业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从弱到强，逐渐形成了特色

的稻虾产业链，实现了生态与生产统

一，颜值与产值同在。

稻虾轮作已然为池宅村蹚出了一

条致富路，但在池启高看来，这条路仍

大有可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嘉年华

活动，提升我们龙虾品牌的知名度，招

引优秀的餐饮商家入驻到村里来，带动

村里发展高品质农家乐，从而让游客能

有得玩，有得吃，留得住，继而带动我们

农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池启高表

示，接下来，村里还将引进更多鱼虾品

种，不断延伸稻虾种养产业链，让稻田

里一年四季都能迎丰收。

石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石

柱镇还将继续深入实施省稻渔综合种

养百万工程，通过建设稻田观赏区、大

米加工展示区等主题功能区，配套完善

基地附近的科普教育、儿童玩乐等设

施，助力池宅村打造集休闲、研学、体验、

创意为一体的“生态农文旅”聚集区。

●● 从无到有 ●●
“稻虾共富”效应持续放大

在嘉年华现场，记者看到了一位

皮肤黝黑，裤脚带泥，脸上带笑的“老

人”，他就是池宅村党支部书记池启

高。如今，池宅村的小龙虾已经打开

销路，闯出了名堂，可在三年前，村里

刚打算发展稻虾养殖业时，对于这陌

生的新型农业模式，大伙都有疑虑，到

底能不能干？该怎么干？收益怎样？

但摆在池启高眼前的是，要改变村集

体经济薄弱的局面就必须得干，得带

着村民闯出一条致富路来。

没有经验怎么办？村里的党员

干部们组团前往湖州、海盐、桐乡等

地 去 学 习“ 取 经 ”。 没 有 技 术 怎 么

办？由镇里牵头，请来市里的农技专

家，开展养殖技术指导。基地没人看

管怎么办？村里干部每天轮班值守，

夜里就守在稻田里。“我们做这些工

作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到希望，让他们

相信，只有发展新农业才能增收致

富。”池启高说，如今，村里还发动党

员干部开办起了“龙虾基地”农家乐，

不断探索稻虾综合种养“接二连三”

功能，打造农文旅新业态。

为了举办好此次活动，池宅村进

行了全村“总动员”，可谓是亮出了家

底，拿出了诚意。在开幕的前两天，活

动筹备组的微信群里还在对所有事项

进行最后的确认和检查；村民、联防队

员成为志愿者，坚守路口、稻田、停车

场等点位；就连家家户户屋前车位也

是优先礼让其他市民、游客，只为让大

家感受到池宅村的真诚与好客。

本次活动之所以能开展得富有新

意且安全顺利，这背后还有多方的合

力。镇里帮忙出谋划策、对接资源；联

勤警务站和公安特警力量、千喜救援

队也组成安保队伍，为本次活动保驾

护航。

●● 敢闯敢试 ●●
党员干部履职担当探新路

●● 以虾会友 ●●
八方宾客共赴稻虾盛会

开幕式

①龙虾垂钓争霸赛

②欢乐跑

③音乐节

④厨王争霸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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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