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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埠江灌区5.2万亩农田
喝上“春灌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田婧杨 刘旺 张慧

“你看，这些都是鲤鱼籽，三四天后，
它们就会变成小鱼儿游向四面八方。”4月
6日上午，渌口区南洲镇湘江泗州站河段，
比针尖大、比米粒小的金黄色小点，密密
麻麻地附着在人工鱼巢的棕毛片上，正在
巡查的泗州站渔业队长黄伍毛轻手轻脚
地走下船，向记者介绍，“天刚亮那会，还
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鲤鱼跃出水面在这
产卵的情形，特别壮观。”

每年的 3、4 月，湘江的鱼儿开始进入
产卵季，因为很多鱼类的鱼卵需要附着物
才能顺利孵化，人工鱼巢便成了鱼妈妈们
最喜爱最有安全感的“产房”。黄伍毛和另
外 3名同事花了 21天时间制作鱼巢，赶在
4 月 1 日前安放到水中，恰好赶上了鲤鱼
妈妈们产卵的时间。

“鱼巢要用卵石袋、棕毛片来搭建，模
拟水下自然环境，同时，保护鱼卵不搁浅、
不被急流冲走、不被其他鸟兽吃掉，从而
提高鱼儿的孵化率。”黄伍毛介绍，自己自

幼在江边长大，祖祖辈辈都是渔民，对鱼
儿的习性了如指掌，做鱼巢这门手艺，也
是从父辈那里学来的。

2019 年 12 月，渌口区全面实施十年
禁渔，741名持证渔民退捕上岸，黄伍毛也
是其中一员，从一名擅长捕鱼的专业渔民
变成“护渔员”。

工作内容变了，黄伍毛对鱼的深厚感
情没有变。每天早上 6时到晚上 6时，除了
吃饭的时间，黄伍毛几乎都守在岸边，察
看鱼儿产卵的情况、清除垃圾杂物，碰到
小鸟来吃鱼卵就赶一赶、看到挖沙船经过
就打手势告诉对方不要靠近。“不同种类
的鱼产卵期不同，但通常只集中在一两
天，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高度关注，鱼
儿很聪明，今年在这产卵受到惊吓明年就
不会来了。”黄伍毛说。

每年的 3 月底到 7 月初是各种鱼类的
产卵期，黄伍毛就像“鱼爸爸”一样尽心守
护着鱼巢，护航鱼家族的繁衍。“看到这么
多鱼产卵，心里很高兴，很有成就感。”他
说，最欣慰的事情，就是能看到湘江里的
鱼越长越肥、越来越多。

4 月 6 日，渌口区龙船镇榜
头村茶园。暖阳下，茶香弥漫，采
茶工们星星点点穿梭在绿海间，
熟练地采摘春茶尖，远远望去，
犹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奏唱着
动人的春之歌。茶园今年第一批
新茶已产出 1500 多公斤，主要
销往长株潭。据了解，该茶园已
有 20 年历史，规模达 300 余亩，
带动了当地上百位村民就近务
工增收。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曾俊敏 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陈驰
通讯员/左振华 刘晓聪） 历时 4 个多月
的紧张施工，4 月 11 日中午，位于株洲市
酒埠江灌区的文明渡槽重建工程，在春灌
到来之际正式通水灌溉。

记者了解到，文明渡槽位于攸县新市镇
新联村，建于1986年，运行36年以来，渡槽渗
漏严重，槽身及排架均出现钢筋锈蚀、混凝
土老化剥落现象，严重影响了工程效能。

为保障工程安全，充分发挥工程原有
效益，2021 年 11 月，酒埠江灌区投资 700
余万元对该工程进行现代化重建。重建后
的文明渡槽长 368米，设计流量为 3.5立方
米/秒，以满足农业灌溉的需要。

该村村民尹三乃说，渡槽通水非常及

时，如果还迟一点，势必会影响春耕生产。
文明渡槽重建工程恢复通水灌溉后，

输水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明显提升，攸县境内的 4 个镇、22 个村、
5.2万余亩农田将得到有效灌溉。

据悉，“十四五”期间，中央计划总投
资 2.49 亿元对酒埠江灌区一些老化水利
设施进行拆除重建，其中渡槽 14 座，加固
改造隧洞 11 处、干支渠 26.3 公里、附属建
筑物 86 处以及推进信息化建设和配套的
水保、环保设施建设等。工程全部完工后，
灌区灌溉面积将由现在的 45.58 万亩增加
至 51.98 万亩，为湘赣边区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及全省粮食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水
利支撑与保障。

黄伍毛：湘江鱼巢守护人

春风送暖茶园绿

大鲵，俗称“娃娃鱼”，因叫声像婴儿
哭声而得名，属两栖纲、有尾目、隐鳃鲵
科，是我国特产的大型两栖动物。已被
国家列入二类重点保护动物。体表裸
露，皮肤光滑，全身布满不规则点状或斑
块状的青灰色素，体色常因环境的变化

而变化。由于常年生活在地下溶洞，眼
睛已经退化，靠鼻孔的触觉去捕捉水中
的活生物。大鲵长 60～70 厘米，大的可
达 1.8 米，头宽而扁，口大，躯干粗壮而
扁，尾侧扁，四肢很短，前肢 4 指，后肢 5
趾，趾间有点蹼，吃鱼和小虾等。

一汪山泉水 养出“娃娃鱼”
“山涧有鱼 乡村有道”系列报道·大鲵篇

策划/尹二荣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毅
通讯员/杨雅慧 陆杏聪

4 月 11 日，艳阳当空，醴陵市沩山镇
成片良田添新绿，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
秧苗的清香。沿着蜿蜒曲折的村道驱车
而上，可见起伏的山峦。暮春时节，山是
绿色的，其中还夹杂着点点的粉色，那是
杜鹃花荡漾在树林中的几点笑窝。

行至山脚，到了村道的尽头，只见一
帘清澈的溪水从山坳里汩汩流出。这里
便是沩山镇老鸦山村，一个“藏”在山脚
下的小乡村。

2018 年，一群大鲵从张家界来到老
鸦山村“游玩”，一汪生态水，一片生态
地，让它们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并在这里

“安家”。好奇的男女老少、追求美味的食
客纷至沓来，寂静偏僻的小乡村从此热
闹起来，散发出新活力。

生态好，大鲵“定居”老鸦山
逆着溪流步行约 200米，来到醴陵市

神鲵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铁门
上，一块“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鲵繁育
良种场”的牌子高高挂着。走进其中，可
见几个小池子依山而建，这儿便是大鲵
的“家”。山深处的清泉潺潺流入池内，
从高处到低处，一条条大鲵在原生态的
自然环境中快乐成长。

“一条大鲵长到 1.5公斤，差不多要 3
年时间。”“主人”钟跃军开心地捧起一条
手掌长的大鲵，介绍说，“还有一些养殖
在藏在水中的塑料箱里，看不到。”

上世纪 90 年代末，因企业改制下岗
后，钟跃军长期在外做生意。2018 年，他
自费到张家界学习大鲵养殖技术，并引
进鱼种，在老鸦山利用山泉水进行小规
模试养，获得成功。于是，他向省级行政
主管部门申请办证，同年 5 月拿到了《水
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和《水生野
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

这是大鲵首次“定居”醴陵乡村。
“老鸦山村村尾海拔 680 米，植被茂

密，生态环境优良。山泉水可直接饮用，

口感清甜。”说罢，钟跃军舀了一杯，一饮
而尽。他告诉记者，大鲵对生长环境要求
颇为苛刻，喜洁怕脏、喜静怕扰、喜阴怕
光、喜凉怕热，基地远离闹市，尤其水质
好，而且是活水，常年水温在 25℃以下、
pH 值在 7.5～9.5 之间，非常适合养殖冷
水鱼大鲵。

钟跃军根据“蜂箱”原理，创造了“箱
式养娃法”，既环保又实用。“根据水沟、
水池、水洞的实际情况，用环保塑料板热
接成水箱，再钻无数个小孔，装好箱门，
放置在自然的生态山泉水中，这样就形
成了一个小山洞，大鲵可以在里面自由
生活，喝着山泉水、吃着水中鱼虾。”他解
释说。

名气响，乡村发展大鲵带
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
因为纯天然养殖，且营养价值高、肉

质肥不腻口，钟跃军养殖的大鲵，市场价
可达 300元每斤，已成为长沙等大城市星
级酒店饭桌上的菜肴，深受喜爱。还有武
汉等地的客户，慕名前来购买。靠着绿水
青山，他收获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或许大鲵自带流量，作为珍稀物种、
“水中人参”，总能引起人的好奇。游客来
了，食客也来了，村里便有了人气，生态
有机米、土蜂蜜等“大自然的馈赠”成了
抢手货。

“村里的农副产品，一起抱团闯市
场。比方说，购买大鲵，同时推销村里的
有机米、土鸡等。”老鸦山村党总支书记
温建文说。

在钟跃军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
想法。他计划以大鲵生态养殖基地为中
心，引进特大型娃娃鱼供人观赏，形成一
个景点，再联合村里一起打造民宿，推出

“水中人参”的招牌菜品。“不仅把人留
住，更把消费留下来。”他说。

“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品牌优势。”
温建文表示，收入提高，尤其城市人更加
追求品质生活，纯绿色的生态农产品不
愁没市场，发展生态种养殖业，换个方式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绿水青山会成为
村里的金山银山。

相关链接

钟跃军捧起大鲵向记者展示。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毅 摄

位于老鸦山村的大鲵生态养殖基地。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毅 摄

株洲日报社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