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1年生的王俊利是一個典型的山東漢子，身強體壯、皮膚黝黑、言語不多。他每天早
上5點準時起床，沿着山路到螞蚱養殖基地轉一圈，然
後再回家吃飯，開始一天的工作。螞蚱養殖基地是王俊
利的「寶貝疙瘩」。站在伏峪村村口，放眼望去，塑料
大棚和高溫玻璃大棚順着山勢層疊分布。從外觀上看，
這些大棚與別處的大棚並無不同，走進其中才會發現，
這裏面既不是種植果蔬，也不是養殖雞鴨等家禽，而是
密密麻麻的螞蚱。

投資近900萬元 建最大養殖基地
近年來，在上級扶貧部門和風景區管委會的支持下，

伏峪村陸續投資近900萬元，建成了全國最大的螞蚱集
中養殖基地。基地佔地300畝，包含155個標準化螞蚱
飼養棚、5個高溫飼養棚、6個高溫栽培棚、1處觀光體
驗區及30噸冷庫、500平方米螞蚱交易市場。
據統計，2018年，伏峪村螞蚱飼養收入達360萬元，
扶貧效益分紅11.4萬元。2019年，實現項目扶貧收益
26.74萬元，扶貧項目分紅15.967萬元，全村18戶44名
貧困群眾受益。此外，附近村的132戶螞蚱養殖專業戶
加入合作社，帶動96戶174名貧困戶從中受益。昔日貧
困村成為「脫貧示範村」。王俊利也被當地村民譽為
「螞蚱大王」。
伏峪村是典型的山村，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畝，加上
土地貧瘠，光靠田裏產出的花生、玉米僅能夠餬口，因
此年富力強的村民往往選擇外出打工，剩下老人、婦女
和兒童留守村裏。

一棚年收萬元「頂20畝花生地」
在伏峪村，幾乎家家戶戶都建有塑料大棚，養殖螞
蚱。螞蚱生長周期短，不易生病，後續投入少，收回成
本快。由於勞動強度不大，一個婦女或有勞動能力的老
年人能同時管好幾個螞蚱大棚。
伏峪村有一個「螞蚱棚頂20畝花生地」的說法。王
俊利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算了一筆賬，6米寬、20米長的
標準化養殖棚一年可養殖4茬，每茬產出螞蚱200斤左
右，按照收購價15元每斤來計算，一個棚收入8,000元
至10,000元不成問題，收益遠遠超過種植傳統作物。
耳順之年的村民王立春，年輕時也在外打工，沒想
到一場大病壓垮了整個家庭。幹不了重活的他，
成了建檔立卡貧困戶。村裏決定發展螞蚱產業
後，王立春來到養殖基地跟着幹雜活，一幹就
是三年多，靠自己的雙手實現脫貧。「養螞
蚱很簡單，定時定量餵草就行了。收拾大棚
平整路面這些雜活也不累，我完全能幹。一
年幹 300 天，一天 80 塊錢，守着『鐵飯
碗』，幹不好哪行！」在養殖基地，像王立春
這樣的有十幾人。王俊利招人時優先考慮村裏
的建檔貧困戶，通過勞動收入和扶貧分紅等方
式幫助他們實現脫貧。

產業疫期幾停頓 啟發研究深加工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螞蚱養殖幾乎停

頓，王俊利每天憂心忡忡，時刻關注禁養禁食相
關政策信息動態。伏峪村的螞蚱產業已形成了以村為單
位的微循環產業，村民們自己種螞蚱草餵螞蚱，而螞蚱
產生的糞便經過發酵便可作為有機蔬菜的肥料。合作社
建立了好幾個有機蔬菜大棚，也給村民帶來了實實在在
的紅利。若螞蚱禁食，將會對產業產生不小的影響。村
民們焦急地等待着，是否可以繼續養殖和買賣螞蚱的明
確消息。8月份，山東省出台相關在養禁食陸生野生動
物的通知，螞蚱不在禁食名單內，這讓王俊利和村民們
懸了半年的心終於落了下來。
經過半年多的思考，王俊利打算深入研發螞蚱的深
加工，提高螞蚱的附加值，為螞蚱養殖謀更好的出
路。目前，王俊利正在與濰坊市相關食品公司對接洽
談，準備聯合開發螞蚱醬、螞蚱乾等速食產品，延長
螞蚱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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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蚱，是蝗蟲的俗稱。古代

中國以農耕立國，史書裏

「蝗」和「災」一般是結伴出

現。而現在，螞蚱搖身一變成

為餐桌上的美食，其營養豐

富，肉質鮮嫩，味美如蝦，

甚至有「飛蝦」的美稱。山

東省臨朐縣沂山風景區伏

峪村依山而建，村民沿河

而居，受自然條件制約，

農業生產基本靠天吃飯，很多村民

外出打工，村裏留守了不少婦女、兒童和

老人，曾是省定貧困村。村黨支部書記、村

委會主任王俊利帶動留守村民發展螞蚱養

殖，實現年產值300萬元（人民幣，下同）

以上。螞蚱成為了伏峪村的支柱產業，助力

村民脫掉貧困帽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大棚淘大棚淘蝗蝗金金
村民喜脫貧村民喜脫貧

達濟鄉鄰共同致富是王俊利的理想。工作
中的王俊利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拚命三
郎」，所有的工作他都親力親為，重活累活
都衝在最前面。
2019年，因為乾旱和螞蚱飼養規模快速擴

張，人工栽培的墨西哥玉米等草料作物遠遠
滿足不了日常飼養需要，村裏不得不安排人
員外出割草。其實外出割草的風險極高，由
於螞蚱對農藥極為敏感，微量的農藥殘餘就
可能會對養殖產生滅頂之災，所以尋找無藥

草源是重中之重。
一天早上，王俊利帶着一把鐮刀開車出門，
經過數十公里探訪，在安丘市汶河河灘看到有
人在放羊。他興奮地直拍大腿說：「找到了，
找到了！」當地人放羊的地方，往往是草質最
好，沒有農藥的地方。他一邊給村裏打電話調
動人手，一邊捲起褲子割草。
王俊利清楚記得，當天近39℃高溫，他和
村民頂着大太陽從早割到天黑，中間只吃飯休
息了半小時，帶的水盡數喝光。他們的鞋子褲

子被河水濕透，全是泥土，衣服也被汗水浸
透。回到家後他發現腳底磨了個血泡，但也沒
力氣管，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此後幾天，王俊
利除了要帶人輪番去割草，還抽時間開車到周
邊河道、山谷轉悠，尋找新的草源。
帶領村民養螞蚱闖出名堂後，王俊利經常

外出參觀、學習或受邀作報告。有村民勸他
在外多待幾天，休息一下。但他從未在外地
多待一天，總是第一時間回到村裏，投入到
工作中去。

用狗尾巴草將螞蚱串起來，對着鏡頭說：
「這種小時候的感覺你還有麼，來伏峪螞蚱
基地找回童年的回憶吧」。王俊利的一個抖
音視頻勾起了網友的童年記憶。很多人在評
論區留言說自己小時候怎麼串螞蚱，想用袋
子去抓螞蚱。
王俊利總是用接地氣的文案俘獲網友的心：

「秋後的螞蚱依舊蹦躂，快來伏峪村螞蚱養殖
基地看看吧！」他表示，現在網友喜歡最真實
的農村生活視頻，把養殖過程和農村趣事分享
給他們，他們就會主動找過來。
「每天都有人開車過來，濰坊、淄博、濟南

甚至青島的都有。他們一般會花半天的時間參
觀、遊玩，走的時候買點螞蚱、蛐蛐、西紅
柿，年輕人的消費習慣和我們不一樣，我還得
好好學習，研究他們喜歡什麼。」王俊利直
言，為了宣傳螞蚱宣傳家鄉，他要想好久說什
麼、怎麼說，有時候為了拍一個小視頻要衝着
鏡頭一直笑，笑到臉抽筋。
目前，王俊利的「最美伏峪」抖音賬號有近

5,000個粉絲，收穫了三萬多個讚。每次打開
抖音，都能收到好多留言和點讚，王俊利感覺
很有成就感。
王俊利計劃堅持做短視頻，宣傳美麗伏峪和

螞蚱基地，等到螞蚱醬、螞蚱乾等速食產品推
出後，開個小店在網上賣，增加銷售渠道。

「「拚命三郎拚命三郎」」帶頭苦幹帶頭苦幹 驅車數十公里尋草源驅車數十公里尋草源

臨朐縣114貧困村摘帽
地處山東省濰坊市南部山區的臨朐縣，地域面
積1,831平方公里，2016年省定貧困村一度達
到114個、建檔立卡貧困戶7,584戶16,353
人。截至2019年底，臨朐全縣建檔立卡貧困
戶全部脫貧，114個省定貧困村全部摘帽。

伏峪村
由下伏峪、上伏峪和佛崖底3個原建制村組
成，總面積12平方公里，全村有耕地1,479
畝， 410戶1,470人，現有建檔立卡貧困戶
18戶41人。

2014年人均年收入6,500元

2020年人均年收入約14,000元左右

*單位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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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峪村依山沿河而建伏峪村依山沿河而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王俊利拍短片
上傳至抖音。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臥龍攝

■■螞蚱成為了伏峪村的支柱產螞蚱成為了伏峪村的支柱產
業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攝

▶王俊利拍短片推介
伏峪螞蚱。

受訪者供圖

■螞蚱基地工作人
員在大棚裏幹活。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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