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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多朋友都劝我收
手别做了！ ”高欣告诉记者，当
时他确实也犹豫过， 但当他看
到去年开始有收成了， 感觉心
里的那个梦越来越清晰。 高欣
找任师傅长谈了一次， 二人都
不舍得放弃，决定再拼一把。

高欣说，为此，他先后请
了江苏、安徽等地一批又一批
的多年养蟹的蟹农和专家前
往利川“技术指导”。 随着养殖
技术的不断提升，一些难题正
逐个攻克，加之今年当地光照
充足、 脱壳期间几乎没有下
雨，大闸蟹最后一壳脱得相当
成功。 一位养蟹大佬一口气吃

掉 9 只山泉蟹，直呼已经多年
未吃过如此美味的大闸蟹了。
“我们的大闸蟹不输阳澄湖大
闸蟹！ ”高欣对记者说，对于用
零污染的山泉水养出的大闸
蟹他信心满满。 近来，已有好
几波江苏、安徽的螃蟹养殖大
户前往利川考察，纷纷考虑将
养殖基地迁移至此。 如今，无
锡人养的生态富硒山泉蟹已
爬上成都、重庆等高星级大酒
店餐桌上。“今年亩产可达 150
斤左右！ ”他告诉记者，尽管离
理想亩产 200 斤还有差距。 不
过，有了今年的收成，任师傅
和高欣心里都有了底气。 明年

决定在今年的基础上扩大养
殖面积。

眼看乐农公司的大闸蟹
越养越好， 当地农民多次主
动找到任师傅， 向其讨教养
蟹经验， 表示也想加入大闸
蟹养殖产业。 高欣说，这几年
他隔三岔五往利川跑 ， 利川
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 接
下来， 他打算在利川成立一
家养蟹合作社， 带着当地农
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未来，希
望养蟹能成为当地农业的新
兴产业， 让山泉蟹成为凉城
利川的第二名片。

（晚报记者 袁晓岚）

本报讯 昨从无锡公交集团获悉，因 312 国道
（锡港路）路段交通管制，自 11 日起，涉及交通管
制路段的十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走向， 敬请广大
乘客留意乘坐。

公交 17 路由凤翔分公司始发，原线行驶至锡
虞西路与广博路路口后，临时调整行驶锡虞西路、
广南路、新明西路、东亭中路、东亭北路、锡沙线后
按原线行驶。 临时撤销停靠：向阳（盛阳食品城）、
金龙纸品、东风桥（格林豪泰酒店）、东风桥木材市
场、夏氏物流、东北塘、玉祥大酒店站。

公交龙潭浜专线由向阳停车场始发后， 临时
调整行驶广南路、新明西路、东亭中路、东亭北路、
锡沙线后按原线行驶。 临时撤销停靠：金龙纸品、
东风桥（格林豪泰酒店）、东风桥木材市场、夏氏物
流、东北塘、玉祥大酒店站。

公交 3路由双桥公交停车场始发， 原线行驶至
东政路与东亭北路路口后，临时调整行驶东亭北路、
东亭中路、新明西路、广南路、锡虞西路、广瑞路后循
原线行驶。 临时撤销停靠：梓旺新村（芙蓉三路）、东
方名苑、东北塘（芙蓉三路）、梓旺苑、夏氏物流、东风
桥木材市场、东风桥（格林豪泰酒店）、金龙纸品、向
阳（盛阳食品城）、大鹏公司站。 3 路区临时撤销停
靠：夏氏物流、东风桥木材市场、东风桥（格林豪泰酒
店）、金龙纸品、向阳（盛阳食品城）、大鹏公司站。

公交 311 路由梓旺公交停车场始发， 原线行
驶至东政路与锦旺路后，临时调整行驶锦旺路、芙
蓉四路、东亭北路、东亭中路、新明西路、广南路、
锡虞西路、广瑞路后循原线行驶。 临时撤销停靠：
夏氏物流、东风桥木材市场、东风桥（格林豪泰酒
店）、金龙纸品、向阳（盛阳食品城）、大鹏公司站。

公交 668 路由宁海里始发， 原线行驶至锡沙
线后临时调整行驶农新路、太平路、长八路、石新
路、金惠路、惠山大道后恢复原线行驶。 临时撤销
停靠：东北塘、金惠路站。

公交 711 路由东港客运站始发， 原线行驶至
锡港路与东亭路路口后，临时调整行驶东亭路、新
明路、广南路、锡虞路至广丰后循原线行驶。 711
路和 711 区临时撤销停靠：玉祥大酒店、东北塘、
夏氏物流、东风桥木材市场、东风桥（格林豪泰酒
店）、金龙纸品、向阳（盛阳食品城）站。

公交 709 由山联村始发， 原线行驶至锡港路
与东亭路路口后，临时调整行驶东亭路、新明路、
广南路、锡虞路至广丰后循原线行驶。临时撤销停
靠：东北塘站。

公交 735路由锡惠公交始发， 原线行驶至承塘
路后临时调整行驶东政路、东亭路、新明路、广南路、
锡虞路后沿原线行驶。上行由无锡汽车站始发，原线
行驶至江海东路后临时调整行驶锡虞路、广南路、新
明路、东亭路、东政路、承塘路后循原线行驶。临时撤
销停靠：夏氏物流、东方钢材城、锡通村（中元路）、汇
坚五金机电城、大鹏公司（下行）站。 （小蔡）

不远千里前后
投入六七百万元，在
只有山泉作水源的
深山中，苦苦坚守历
经四年终于养成肉
质肥美的富硒“山泉
蟹”！ 眼下正值一年
中最佳品蟹季，今年
40 岁的无锡老板高
欣在朋友圈中晒出
了他在湖北利川深
山养殖的“山泉蟹”，
叫板阳澄湖大闸蟹。

无锡老板不远千里进湖北深山养蟹
四年坚守养成“山泉蟹” 叫板阳澄湖大闸蟹

说起和湖北利川的结缘，
高欣说完全是九年前的一次偶
遇。 2010 年， 他经朋友介绍到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投
资金融业， 谈完合作后在当地
朋友的带领下去了恩施地区下
辖的利川市。 当他来到位于利
川市南坪镇黄田村时， 被眼前
的碧水蓝天“惊艳”到了。 高欣
告诉记者，“一见钟情” 这个词
最能代表他当时的心境。

或许是因为每个人内心深
处都有一个田园梦， 或是因为

喜欢吃大闸蟹的缘故， 高欣突
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要在
这片未经开发的深山里养殖大
闸蟹。“这里山清水秀，工业零
污染，水源都是山泉水，土壤又
富含人体所需微量元素硒！”高
欣想象着， 如果用这样的好山
好水好土来养大闸蟹， 该会是
多完美。

心中有梦，说干就干！ 四
年前，看好利川农业发展前景
的高欣果断决定在利川山里
养大闸蟹。 2015 年，高欣组建

了利川乐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到南坪乡黄田村流转 300
多亩土地，养殖生态含硒山泉
蟹。 然而，由于利川处于海拔
1000 多米的山区，多是高低不
平的梯田， 要想改造成蟹塘，
先期就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
行土地平整。 对于在无锡成功
经营多年实业的高欣来说，钱
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先期投入
400 多万元平地挖塘， 最终将
这块土地改造成了别具一格
的“梯塘”。

让大闸蟹从平原不远千里
搬到深山中， 养殖难度可想而
知。 如何让大闸蟹适应山区气
候，在养殖技术上进行攻克，这
才是让高欣最头疼的事。

隔行如隔山， 加之没有在
深山中养大闸蟹的成熟经验可
借鉴， 第一年完全是摸着石头
过河。高欣说，利川当时刚通高
铁不久， 农业以及相关配套还
较传统， 原本就没多少收成的
蟹塘被大水一冲当年可谓颗粒
无收。 看着当年投入的一百多
万元打了水漂， 高欣心里不是
滋味。有了第一年的惨痛教训，
高欣得知安徽人任师傅曾在安
徽老家养过几年螃蟹， 连忙把
任师傅“请”到了位于利川南坪

的大闸蟹基地。
任师傅是安徽马鞍山人，

上世纪 90 年代初曾在老家养
过四五年大闸蟹。 任师傅在养
殖中发现，最难的是利川的气
候。 利川有中国凉城之称，夏
无酷暑，和江苏、安徽等平原
地区相比，入秋要提前一个月
左右，白天秋高气爽，夜里得
盖棉被，有时还未入冬山上就
冰雪覆盖，这对大闸蟹脱最后
一壳相当考验。“最后一壳脱
得好与否，直接关系着大闸蟹
的个头！ ”任师傅告诉记者，按
照生长周期，大闸蟹脱最后一
壳通常在 8 月底 9 月初，而此
时正好是利川由夏入秋之时，
气温骤降，对大闸蟹脱壳十分

不利，最后甚至出现了“并壳”
现象。 所谓“并壳”，就是脱壳
未成第四、 第五壳合并到一
起。 这样的螃蟹个头小，没法
成为商品蟹上市销售。 历经一
年的摸索， 任师傅意识到，这
或许正是当地人宁可舍弃如
此好山水也不敢轻易尝试养
蟹的原因。

原以为有了前两年总结出
来的经验， 去年养殖的 100 多
亩生态蟹总算可以有个好收成
了。谁料山里的天气变幻莫测，
去年利川的夏季草草收尾 ，9
月份就已经要穿外套了，100
多亩的蟹塘收成寥寥。 尽管产
量、质量都不尽如人意，但多少
给了高欣一些希望。

312 国道（锡港路）路段
交通管制
十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工业零污染又富含硒”从此一见钟情

受山区气候影响头两年几乎全军覆没

计划成立合作社带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