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南县稻虾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3 年上半年工作规划

近年来，南县围绕“工业强、农业优、三产活、项目兴、

生态好”十五字方针，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禀赋，大力发

展稻虾产业，逐步打造了集科研示范、苗种繁育、生态种养、

精深加工、健康餐饮、冷链物流、文化旅游于一体的完整稻

虾全产业链。2023 年中心继续全力推进稻虾全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稻虾种养面积稳定在 62 万亩，实现综合产值 160 亿元。重

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推广稻虾生态种养模式。一是推进稻虾种业发展。

配合省农科院，做好南县稻虾米专用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

工作；联系省水科所、顺祥水产，探索小龙虾专业育苗、供苗

模式，探索定向繁苗、种苗提纯、控制育苗技术的市场化运作

及稻虾共生种养试验，为“南县模式”提供技术支持，为全国

小龙虾产业大会提供亮点支撑。二是探索稻虾种养新模式。提

炼、推广一稻三虾、小龙虾轻简寄养技术，倡导虾沟回填，增

加粮食种植面积。探索稻稻虾、深水全年虾、生态低密度养殖、

稻渔综合种养等养殖模式和示范试验，提高单位产出率。

（二）稳步推进公共品牌宣传。落实好2023年度宣传方案，

以市场为主体，在电视、自媒体等宣传媒介上投入南县稻虾产

品商业广告，形成宣传集聚效应；对接行业协会、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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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品牌宣传资金；进一步学习先进经验，邀请专业团队专题

策划宣传方案，做好县内氛围营造工作；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全

国各类大型农产品展示展销会，全方位宣传推介南县稻虾产品。

（三）支持稻虾全产业链协会发展。一是加强组织建设。

配强协会班子，学习优秀协会的运行经验，健全制度，规范管

理。二是加强能力建设。建设小龙虾交易报价平台，组织开展

技术培训、信息交流、品牌宣传、维权打假等活动，提高产业

抱团取暖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协会凝聚力。三是加强行业自律。

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规范经营服务行为，树立良好行业风气。

四是推动南县稻虾全产业链高质量融合发展。整合“稻与虾”

的政策、项目、资金资源，在保护“黑土地”、筛选“优品种”、

优化“种养法”、完善“溯源端”、延长“产业链”、闯出“名

品路”上做出新的亮点和特色。

（四）引导稻虾产业集群发展。一是建设“洞庭虾市”。

建设高标准、大规模小龙虾鲜货集散交易中心，引导市场主体

优化小龙虾收购模式；重点培育扶持龙头企业，引进小龙虾冷

链物流规模企业和小龙虾加工规模企业；加快顺祥二期、贝贝

昇等项目的建设和投产。二是打造“南县米市”。加快推进稻

虾米自热米饭等深加工产品和附属产品的研发与加工；整合中

小粮食加工企业，引导企业入园，打造粮食加工产业集群，打

造涵盖粮食仓储、产后服务、质检、加工、物流以及现代农业

综合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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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好 2023 第六届中国（国际）小龙虾产业大会。大

会暂定 4 月中旬召开，拟邀请参会人员 500 人左右，主要为渔

业部门代表、行业协会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小龙虾一二三产代

表。通过产业大会，有效对接上级各类项目，引进政策、社会

资本、人才落地南县，达到通过节会带动产业发展的目的，同

时进一步唱响南县稻虾品牌，构建“江苏盱眙、湖北潜江、湖

南南县”全国小龙虾三足鼎立的品牌格局。

（六）推进南县稻虾全产业链项目建设。南县稻虾产业全

产业链建设示范工程 2022 年 11 月入选省重点建设项目增补名

单。项目建设工期从 2022 年 3 月到 2025 年 5 月，总投资 118000

万元。项目建设内容是稻虾产业全产业链农田水利工程 88 处；

稻虾米生产能力和优质粮油升级工程 30 万亩，实现年产稻虾米

原粮 32 万吨；小龙虾精深加工生产线 10 条、稻虾产业仓储物

流工程 7.5 万吨；稻虾文旅基地 2 处；打造“南县米市”“洞庭

小龙虾”等稻虾产业品质品牌、溯源体系、产品研发品牌 20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