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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宁河发展河蟹全产业链——

七 里 海 蟹 飘 香
本报记者 周 琳

七里烟波，生态明珠。天津

市宁河区有片海——七里海。走

进七里海湿地，仿佛置身无边的

翡翠世界，鸟翔集、鹿奔腾、波千

顷、苇涤荡⋯⋯绿色生态所带来的

“红利”随处可寻。其中，七里海河蟹

可谓这片水域的一宝。

据史料记载：“冰鲜，为宁邑独产，而

银鱼紫蟹更胜它邑。”宁河自古以来就是“鱼

米之乡”，紫蟹、银鱼与芦苇草并称宁河“三

宗宝”。紫蟹，即七里海河蟹，是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天津市“津农精品”，膏满黄肥、肉质

鲜 甜 ，素 有“ 南 有 阳 澄 湖 ，北 有 七 里 海 ”的

美誉。

近年来，宁河区从种业、养殖和品牌打

造等方面，先后重点实施了七里海河蟹种业

振兴工程、标准化养殖工程、产业链增值工

程、品牌提升工程等，多角度、全方位完善七

里海河蟹全产业链发展，为这片土地注入崭

新活力。

绿色养蟹

“丹蟹小如钱，霜螯曲如拳，捕从津淀

水，载付卫河船⋯⋯冗盍谋一醉，此物最肥

美 。”七 里 海 河 蟹 的 鲜 美 ，令 人 为 之 沉 醉

流连。

良好的生态就是财富，好生态孕育好产

品。宁河区拥有适宜河蟹养殖的自然环境，

拥有“京津绿肺”七里海湿地，有 5 条一级河

道、12 条二级河道，地上常年蓄水 1.2 亿立方

米，为弱碱性水土，富含锶、硒、碘等微量元

素，是河蟹养殖的“宝地”。

近年来，该区高标准实施双城绿色屏障

建设，目前已造林 19 万亩，生态优势明显。

2023 年，宁河区获得生态环境部命名的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2024 年以来，宁

河区大气综合排名、优良天数等指标均居

前列。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已过，

秋的味道越来越浓了。走进七里海镇养蟹

能手杜乃合的稻蟹混养基地，眼前的百亩稻

田长势喜人。杜乃合说：“水稻刚刚过了‘扬

花期’，立体种养的成蟹也即将迎来最后一

次脱壳，再有一个月就丰收了。”

目前，宁河区培育了天津市面积最大的

“稻蟹混养”基地。突出高品质、绿色生态种

养方向，宁河在七里海湿地周边镇村率先开

展万亩种养一体化示范园建设，“一水两用、

一地双收”，利用水稻和螃蟹之间的生态关

系，既产出了优质的小站稻，又养出了肥美

的河蟹，辐射带动全区发展稻蟹混养 20.75 万

亩，亩均收益从单一水稻种植的 400 元、单一

河 蟹 养 殖 的 600 元 ，增 加 到 稻 蟹 混 养 的

2000 元。

2023 年，宁河区第一所种业法庭成立。

“法庭的成立为宁河种业创造了健康发展的

环境。要用好司法手段加大种子市场监管

力度，维护种子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宁河区

水好、种好、环境好，‘稻蟹混养’、生态种养

是宁河区走生态路、吃生态饭的标志和样

板。”宁河区农业农村委党组书记、主任任绍

辉说。

稻花香孕育稻田蟹，一曲生态和谐与乡

村 振 兴 的 动 人 旋 律 在 七 里 海 这 片 土 地 上

谱写。

科技育蟹

走进宁河区东棘坨镇东白渔场七里海

河蟹育种基地，繁育车间里放置着 100 个繁

育桶，工作人员正忙碌地察看繁育桶内河蟹

良种生长情况。

这是天津宁河七里海河蟹产业有限公

司与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天津市水

产研究所共同创建的“七里海河蟹基因编辑

技术体系构建和新种质创制”项目。“希望用

两年时间，利用家系选择育种、群体育种和

基因编辑育种等技术，开展具有优良生产性

状且适于稻田养殖的七里海河蟹育种研究

与应用，构建七里海河蟹‘育繁推’一体化体

系，目标是扩繁新种质河蟹 1000 只，培育苗

种 5000 千克，养殖规格提高 25%以上，养殖

效益提升 30%。”七里海河蟹育种基地负责人

王林笑说。

种业振兴是宁河的“一把手工程”。在

宁河境内有 4 朵育种金花，即包括已建成的

水稻、种猪、水产等 4 个国家级原（良）种场在

内的多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公司，形成种

稻、种猪、种鱼、种蟹、种苗等“5+N”特色种业

阵型。

宁河区委书记白凤祥说：“宁河要继续

加大种业招商力度，扩大宁河供种覆盖面；

要同步打造自有种业品牌，将宁河好种推向

更广阔市场；要重点提高种子企业创新能

力，扩大基地规模和产能，打造拳头品种。”

在种蟹研究上，宁河还与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市水产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开展深度战略

合作，研发河蟹新品种，持续优化七里海河蟹

品种品质，以科技赋能种业发展。目前，宁河

区正全力打造宁河七里海本地河蟹种业品

牌，不断提高河蟹种源影响力。

品牌强蟹

品牌是产品的灵魂，是提升市场竞争力

的关键。就在不久前，“七里海河蟹”作为天

津市农业区域品牌，上榜 2024 中国品牌价值

评价榜单。从此，“七里海河蟹”的名字更响

亮了。

然而过去的宁河，仅凭个别育种企业单

打独斗，虽有阶段性成果，却很难形成规模

效应。随着《七里海河蟹新种质创制提升联

合体合作协议书》的签订，这一问题有明显

改善。

在合作协议书中，天津宁河七里海河蟹

产业有限公司为主持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天津市水产研究所、宁波大学

海洋学院、宁河区畜牧水产业发展服务中

心、天津农学院水产学院 5 家单位为合作单

位。多部门合作，整合资金、政策、技术、人

才，调动了各方加快育种的积极性。

今年，宁河种子企业联合发起成立了宁

河种业创新联盟，将全区 17 家种子公司及种

业专家囊括其中，宁河繁育七里海河蟹驶上

快车道。

秋风起，蟹脚痒。再过不久，一年一度

的中国七里海香蟹节就要开幕了。在 2023

年香蟹节的现场，来自各地的商家、游客走

进秀美宁河，以蟹为媒、以节会友，好不热

闹。香蟹节期间相继推出了七里海香蟹市

集、香蟹走出去、国风扎染体验、“宁河蟹礼”

香蟹节直播等众多活动，不仅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品尝美味的河蟹，更让游客深入了解

河蟹养殖、捕捞全过程，感受到独特的河蟹

文化。

宁河区通过举办香蟹节、钓蟹大赛、“蟹

王蟹后”争霸赛等系列活动，大力提升河蟹

品牌影响力，促进“农文体商旅”融合发展。

同时，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建成宁河区

首个集展览展示、文化教育、科普研学、品牌

推介、交易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全域农

产品展示直播平台——津沽稻乡展销直播

基地，利用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带动宁河

香 米 、香 蟹 等 产 品 销 售 ，新 增 收 入 600 多

万元。

“2024 年，稻、猪、鱼、蟹、菜五大板块项

目初见成效，种业龙头企业也已基本培育成

型。下一步，宁河将以高质高端高新为目

标，做大一只‘蟹’，打造七里海香蟹‘拳头’

产品，同步加力构建‘种业研发+初级产品+

精深加工+仓储物流+节庆文化+品牌销售’

的一体化产业链，打响‘津沽七里海’区域公

用品牌。”任绍辉说。

品牌强大，不仅为七里海河蟹带来了更

高附加值，也为当地注入了新活力。如今，

七里海河蟹不仅是一个产业，更是“宁

河米仓美食天堂”的一张出彩名片。

完善生态检察守护绿水青山

童

政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

市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检察监督合

作机制，发现非法排污线索，调查

取证后对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

建议，依法督促其协调推进排污

工程项目建设，目前已取得阶段

性成效。

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保护中

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在实际

操作中，检察监督生态保护仍面

临协调机制不健全、监测取证难、

数据分析能力不足、综合治理成

效不明显等诸多难点。解决这些

问题，亟需构建检察监督生态保

护新模式，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信

息共享和资源互补，形成生态保

护合力。

构 建 合 作 机 制 ，推 进 跨 区

域、跨部门生态司法执法协作。

生态保护工作涉及多部门、多领

域与多层级，需要多方之间密切

配合。当前，部分地区在生态保

护工作中跨部门、跨区域开展工

作效能不高，部门间配合不够且

缺乏牵头单位组织开展工作，导

致生态保护工作难以形成合力，

影响监督效果。因此，需建立跨

区域、跨部门生态环境保护案件

线索发现和移送机制、信息共享

平台和联合办案机制等，确保各

部门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能

够密切配合、相互支持。

利 用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

加 强 对 生 态 环 境 数 据 的 收 集 、

分 析 和 研 判 。 随 着 科 技 进 步

和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的 日 益 复 杂

化 ，对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技 术 的 要

求 也 越 来 越 高 。 部 分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案 件 违 法 手 段 相 对 隐

蔽 ，监 测 取 证 难 ，依 靠 传 统 手

段 大 多 只 能 发 现 一 起 查 处 一

起 ，难 以 彻 底 整 治 。 要 充 分 利

用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等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加 强 对 生 态 环

境 数 据 的 收 集 、分 析 和 研 判 工 作 ，通 过 数 字 模 型 监 督

模块，实现“ 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检察

监督新模式。

加大监督力度，对违法排污、破坏环境等行为依法严

厉打击。检察建议作为一种非诉讼的法律监督手段，在推

动污染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行政机关

依法履职、推动生态修复与治理、预防生态环境犯罪等方

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

公益诉讼制度，加强法律监督力度、推动多部门协作、注重

源头治理，将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力保障。

“绿电双子星”闪耀山水间
本报记者 李 景

从高空俯瞰，地处浙江天目

山北麓的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

镇竹海茫茫，海拔 900 多米的

山岭间，坐落着天荒坪抽水蓄

能电站上水库，犹如风光秀丽

的“江南天池”。绿色抽水蓄

能与生态工业旅游在这里相

得益彰。

作为我国首批大型抽水

蓄能电站之一，25 年多来，天

荒坪抽水蓄能电站持续迸发

绿色动力，从 1 号机组发电至

今 ，已 完 成 发 电 量 548 亿 千 瓦

时，抽水电量 684 亿千瓦时，助力

华东电网稳定运行，让绿水青山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长三角

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电力需求猛增，彼时华东

电网装机容量不足，急需一种装机容量大、具

有灵活调节能力的储能方式，在此背景下，华

东 电 网 决 定 建 设 一 座 大 容 量 的 抽 水 蓄 能

电站。

勘测人员花了近 10 年时间现场查勘、分

析论证和综合比较，最终认为天荒坪山头地

质条件好、水量充沛，是当时最为理想的建设

站点。在多方努力下，1998 年，历经 8 年建

设，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

“机组在抽水和发电生产过程中可以进

行各种形式的工况转换，根据系统需要提供

灵活调节服务，实现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能

源资源高效利用。”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五

级职员李长健介绍，投产后，天荒坪抽水蓄

能电站成为华东电网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华

东电网调峰、调频、事故备用等任务，对改善

华东电网电源结构、提高供电质量起到重要

作用。

2022 年 6 月，与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两

山相望的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该

电站总装机容量 210 万千瓦，平均每年发电

23.92 亿千瓦时，被誉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充

电宝”。至此，“绿电双子星”诞生，安吉境内

形成抽水蓄能电站产业集群，总装机规模达

到 390 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一位。

以山为势、化水为能，抽水蓄能电站成

为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理 念 的 生 动 写

照。据了解，抽水蓄能电站的工作原理就是

利用电网中负荷低谷时的电力，由下水库抽

水到上水库蓄能，待电网高峰负荷时，放水

回到下水库发电。在运行过程中，上水库、

下水库的水位在其正常蓄水位和死水位之

间此消彼长、循环使用，在抽发转换间达到

削峰填谷的目的，实现电力资源在时间和空

间上的合理配置。

两座电站在建设、管理、运营等环节也始

终践行生态理念。比如，长龙山抽水蓄能电

站上下水库连接公路采用明线改隧洞方案，

通过打通总长 9.13 公里的 14 个隧洞，组成

16.34 公里的上下水库连接道路，对原始山体

植被和固有生态环境形成最大程度保护。同

时，下水库 2 万平方米坝后坡面种植了 72 万

棵两季杜鹃花。如今，水库随处可见白鹭飞

舞、鱼群嬉戏的生动画面。

眼下，通过两座电站的发电运行，每年可

节省标准煤约 143.8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 343.81 万吨，进一步优化了华东地区

电源结构、改善华东电网运行条件，对构筑清

洁低碳、安全可靠、智慧灵活、经济高效的新

型能源体系，助力浙江省能源电力保供以及

风能、光伏等新能源消纳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绿电双子星”也助力安吉当地生

态旅游业发展。以紧邻两座电站的大溪村

为例，曾经这个交通闭塞的贫困山村因此面

貌一新。天荒坪抽水

蓄能电站开工后，为将

大型设备运输进山，施工

方在村头开凿出一条穿越山

岭、通往杭州的隧道。

“我妈妈很有远见，她当时

说山里要建电站了，路肯定也要

修的。一家人商量回村里开起了

饭店。”说起当年的决定，大溪村中

山饭店老板娘翁建英笑得合不拢嘴，

电站建成后，这里发展生态工业旅游项

目 ，游 客 越 来 越 多 ，饭 店 生 意 也 越 来

越好。

不 止 翁 建 英 一 家 ，如 今 的 大 溪 村 ，已

有 200 多 家 农 家 乐 、民 宿 ，被 誉 为“ 浙 北 农

家 乐 第 一 村 ”，天 荒 坪 也 大 力 发 展 生 态 旅

游，走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

道路。

“电站施工时，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小

镇逐渐开始兴旺，‘天荒坪烧烤’就在那个时

候兴起。”天荒坪镇副镇长夏苏介绍，如今，作

为天荒坪镇一张响亮的文旅名片，其中最具

特色的大余村青年人才社区“青来集”一侧的

烧烤街，每到节假日，这里就成了“不夜街”，

热闹非凡。

青山逶迤，绿水长流，钟灵毓秀的天目山

见证了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发展的历程。未

来，“绿电双子星”仍将发挥潜能，为持续加快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

供有力支撑。
本版编辑 徐晓燕 美 编 倪梦婷

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抽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抽

水蓄能电站水蓄能电站““江南天池江南天池””工业旅游工业旅游

项目项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景景摄摄

图图①①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

湿地自然保护区秋季景色湿地自然保护区秋季景色（（无人无人

机照片机照片）。）。

图图②② 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

区的候鸟在水面上栖息区的候鸟在水面上栖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孙凡越摄摄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河蟹养殖基地里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河蟹养殖基地里，，养养

殖户杜乃合养殖的稻田蟹喜获丰收殖户杜乃合养殖的稻田蟹喜获丰收。。

王志臣王志臣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