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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蟹为啥“长不大”

在上海宝岛蟹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春的办公室，三个奖杯格外

显眼。从 2017年开始，这里养殖的
清水蟹力压群蟹，已经获得了三届

象征最高品质的“金蟹奖”，今年正
在向四连冠发起冲击。乌小蟹啥时

候这么争气了？

黄春说，故事要从 9年前开始
讲起。2011年，一群上海海洋大学

的专家来到崇明，只为破解一个困
扰上海人多年的谜题：原产地的蟹

为什么个头长不大？
上海人最爱吃的大闸蟹，学名

叫中华绒螯蟹，以长江流域的种群
品质最高。所有长江蟹的老祖宗就

在崇明，因为作为一种洄游动物，
中华绒螯蟹只能在江海交汇处繁

殖，然后逆流而上在淡水中生活，
到了繁殖季又回到咸淡水的交汇

处。长江地区所有的大闸蟹，只是
叫法不同，其实都是崇明蟹，只不

过是以蟹苗的方式“被移民”了。
专家经过研究，终于找到了原

因：崇明是中华绒螯蟹的繁殖地，
但不是最好的栖息地，天然环境条

件和上游差太多。崇明养殖螃蟹的

方式也有问题：中华绒螯蟹既爱干
净又喜静，最适合生活在干净的浅

水，趴在水底一动不动“思考蟹
生”。而崇明蟹农以前喜欢鱼蟹混

养，鱼和螃蟹的喜好完全相反，最
喜欢浑浊的深水，养在这样的鱼塘

里，对螃蟹而言和坐牢无异。

30多位专家扎根崇明
找到原因后，30 多位专家一

头扎在崇明，从种源、水质、饲料、

防病、养殖等方面开始钻研，誓要
让乌小蟹变成“姚明蟹”。同时，建

立专业养殖场，放弃了过去鱼蟹混
养的模式，给予螃蟹最佳生活环

境。整整 9年过去，如今崇明清水
蟹，已经不用从长江口捕捞上的蟹

苗，因为品种不稳定，在崇明最大

的清水蟹养殖场宝岛蟹庄，近 700

亩的蟹塘里全都是一个品种———
“江海 21”。

“江海 21”是上海海洋大学团

队在上海市农委等单位支持下，历

时 10 余年选育的中华绒螯蟹新
品种。它不仅生长快、规格大、产

量高，还具有步足长、颜值高、成
活率高、遗传稳定等优良特征。在

相同养殖条件下，与普通中华绒
螯蟹相比，16 月龄蟹生长速度提

高 17.0%以上。

乌小蟹变身“大长腿”

如今崇明清水蟹每年选取种
蟹，都会在一批螃蟹中挑选最大

的———今年的平均标准是公 7 两
母 6两，相当于身高 1米 8的帅哥

和 1米 7的美女。选择性繁育的结

果，就是它们的后代体型越来越
大，在河蟹养殖业中享有“大长腿”

的美誉。在宝岛蟹庄的蟹文化博物
馆，一只 1斤 2两的巨蟹标本令人

叹为观止，这就是崇明蟹迄今为止
发现的最大的个体，堪称“蟹中姚

明”。崇明蟹都是乌小蟹说法，真的

过时了。
当然，螃蟹也不是单靠个头大

就好，如果肚子空空也上不了台
面。但崇明地处咸淡水交汇处，加

上建设生态岛让水质变好，这里长
大的螃蟹，肉质鲜甜肥美，一口咬

下膏黄四溢。黄春办公室里三个金
蟹奖杯就是品质的证明，是经过最

挑剔的老饕专家层层选拔的结果。
从乌小蟹到“姚明蟹”，背后是

专家们的辛勤钻研，是上海产学研
融合的成果。崇明清水蟹产业也正

不断探索生态养殖模式，巩固品牌
形象，提升市场占有率。2021年第

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即将在崇明

举办，崇明清水蟹也成为花博会的
特许产品。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我们有镇保，闲着没事我到生

态园打工，一个月有2000多元工资，
老伴种菜在景区外面卖也有收入，

再加上房子的租金、土地流转金、生
态园门票分红等，一年到手有近8万

元。”家住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秀泾
4组的村民陆老伯乐呵呵地算了笔

账，作为“花开海上”生态园的受益

者，他和老伴就盼着花海小镇项目
早日建成盈利，“往后要是一年能有

10万元，真是睡觉也要笑出声咯。”

“点状供地”农转用
事实上，“陆老伯们”的期盼并

非空穴来风。按照朱泾镇打造“上海

南郊花海·芳香小镇”的规划，集合
了精品酒店、度假民宿、餐饮、文旅

零售、文娱中心和芳香广场等配套
在内“花开海上”生态园二期项目，

已于近日启动。作为沪上首例探索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作价入股的
实践，待泾村99宗113.02亩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经过点状供地
农转用，合法合规拥有了“身份证”，

并通过地价评估“作价入股”的方
式，成功注资上海花泾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带领当地村民走出了一条

“租金＋股金＋薪金＋现金＋保障金”
的“五金”增收之路。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
升温，“花开海上”生态园每年的接

待游客量节节攀升，“月月有花、四
季有景”成了朱泾旅游的金字招牌。

但是，“风景再好只是过客”的困境
却依旧存在，如何让“速食观光”变

成“慢旅行”？完善生态园的各项配
套服务、拉长旅游产业链势在必行。

然而，要建度假村，首当其冲的就是

要解决商业用地的问题。于是，农业

用地如何转变为集体建设用地？集
体建设用地如何合法商用？转变后

如何持续保障村民的权益？一系列
难题亟待破解。

全上海是第一例
“花开海上”生态园二期项目的

配套设施，最终确定了横跨待泾村12

个自然组的99宗113.02亩点状用地，
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点状供地的

不动产权证办理，却无先例可循。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历时半年多，99本

《不动产权证书》申办流程全部走完，

成为上海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第一例。

紧接着，朱泾镇启动了对99宗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地价评

估。随着评估价的出炉，上海市金山

区朱泾镇待泾经济合作社、上海金

山区朱泾经济联合社以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方

式，成功注资上海花泾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蓝城花开海上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按照约定的股权份额，
以增资扩股方式追加出资额。根据

协议，这99宗农村集体土地，入股时

限为40年，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今
后将按照“保底+收益分配”模式获

得股权收益，持续为壮大镇村集体
经济赋能。目前，三方的股权分配及

未来的收益分红方案，已经通过了
待泾村社员代表大会的表决通过。

“五金”农民生活美
“有了分红的这部分收益之后，

我们能更好地改善村里的基础设

施，增加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并且这

个项目建成后，酒店、民宿、文创商

店等都将开始运营，到时，这片区域
会增加更多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

那我们的老百姓在家门口不仅能实

现就业，还能实现就好业。”待泾村
村党支部副书记、主任彭雷辉也算

了一笔账，“按股权分配，113亩地将
来一年的分红收入至少近200万元

（股金），加上农用地流转费（租金）、
停车场的停车费收益、门票收入的

10%分红（股金），还有村民在生态

园打工的工资收入（薪金），当地村
民都有了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如果

自家农宅被租用作民宿，还有另一
笔租金收入，而种粮种菜的农户还

能通过自产自销拿到现金，再加上
土地流转费、养老保障金，他们就成

了名副其实的‘五金’农民。”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蚂蚁集团IPO已经成为今年全

球资本市场大事，新股申购火爆程
度超预期，不仅A股网下申购获得

高达284倍的超额认购，而且，国际
投资者对于H股的认购热情也非常

高，仅仅3小时认购金额就超过1000

亿美元。由于申购火爆，H股的机构

发行部分将于10月28日下午5时结

束认购。这比原计划的时间提前了2

天，再次刷新了港股的纪录。

蚂蚁集团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
大的IPO，也是史上第一次科技大

公司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完成大规模

定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蚂蚁集团A+H的IPO，已经成为
全球资本市场的现象级事件。

无论A股还是面向全球的H股，
都获得机构的强烈追捧。A股方面，

蚂蚁集团的初步询价拟申购总量超
760亿股，网下整体申购倍数达到

284倍，可见抢手程度。

H股方面，10月26日晚发布定
价后，10月26日晚7时半，蚂蚁正式

启动H股国际认购。仅1个小时，H股
机构发行部分已经超额认购，其中

大部分都是10亿美元级别的大订
单。3小时后，认购金额就超过1000

亿美元，超过国际配售额的5倍。来
自多家全球顶级的主权财富基金、

全球和地区的多头账户以及技术专
家账户在认购过程中非常积极。

因申购火爆，蚂蚁集团在H股
的机构发行部分将于10月28日下午

5时结束认购。这比原计划的时间提
前了2天，再次刷新了港股的纪录。

一个在中国市场定价、在中国
市场上市的股票如此受到国际投资

者追捧，的确是以往罕见的。这是有
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IPO在国内完

成了定价，而国际定价跟随国内的
价格。在国际价格确定后，国际顶级

投资机构投资人纷纷抢购。这件事

本身具有标志性意义，国内定价机

制第一次影响国际资本市场。
更具特殊意义的是，这也是史

上第一次，科技大公司在美国以外
的市场完成大规模定价。无论对A

股，还是对科技公司而言，一个新时
代已经来临。

无独有偶，中国互联网龙头公
司这几天都表现强劲。10月27日虽

然恒生指数下跌131点，但腾讯控股
上涨4.19%报收585港元，股价创出

历史新高。10月27日美股开盘2小
时，阿里巴巴股价上涨3%，创出

316.45美元的历史新高。

蚂蚁集团的上市，使得国际投
资者对中国互联网公司更为看好。

蚂蚁集团到A股上市，对A股也意
义重大，一直遗憾于缺乏“世界级互

联网巨头”公司的A股即将终结遗憾。
这样一家企业登陆A股之日，

意味着A股将诞生第一家市值过万
亿的互联网公司，第一块A股金融

科技“压舱石”，第一只可以对标世
界级互联网科技股的高科技蓝筹

股，第一只真正意义上在境内创业、
生长、在境内挂牌的A股“互联网第

一龙头股”。
在错过一家又一家中国科技巨

头后，蚂蚁集团上市，让国内投资者
终于有机会直接分享一家中国互联

网科技巨头的发展红利。
蚂蚁集团在科创板上市，是中国

资本市场改革的成果，有利于激励越
来越多的中国优秀互联网企业回国

上市，让海内外投资者更加关注A股
科技板块发展，为中国新经济势力的

集群化崛起，提供更好的软环境。
以蚂蚁集团上市为起点，中国

A 股拥有了第一家真正能推动行

业、引领经济、创造价值、面向未来
的互联网科技+实体巨头。

首席记者 连建明

上海首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作价入股

村民成股东“五金”收入丰

    国际投资者认购火爆，3 小时
认购金额超 1000亿美元

蚂蚁H股发行
将提前2天结束

“乌小蟹”能长到八九两？
崇明清水蟹出征全国河蟹大赛冲击四连冠

■ 崇明清水蟹个大膏又肥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蟹的季节，有没
有考虑过到崇明岛吃螃蟹？很多老饕一听就直
摇头：“崇明乌小蟹，味道是可以，就是太小了。”
但事实是，这样的想法已经是老皇历了。在崇明
岛宝岛蟹庄，蟹塘里的清水蟹一只只个大膏肥，
五六两的比比皆是，个大的还能长到八九两，它
们中的代表正在角逐昨起在市区举行的全国河
蟹大赛。

    3小时认购超过
国际配售额的5?

    A?终结缺乏 “世
界级互联网巨头”之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