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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晚上，在青县盘古
镇马庄子村的一片树林中，光影
摇曳。人们头戴照明灯仔细地在
树上寻找着什么。

那些人在干啥？原来是许忠
胜正和村民们在抓知了猴。

许忠胜笑着说：“这些知了
猴可是我和 3位合伙人‘种’在
地里的。知了猴又名金蝉，不仅
营养价值高，还有一定的药用价
值，更因其风味独特、富含优质
蛋白质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知了猴也能“种”？记者带大
家一探究竟。

抓知了猴

许忠胜和同伴儿头戴照明
灯，拎着小水桶，穿梭在树林中，
照明灯的光照亮了身旁的树。只
见树身 1米左右的位置缠绕着
一层胶带。光滑的胶带就像一道
屏障，拦住知了猴继续往上爬。

许忠胜顺着树根部向上寻
找着知了猴的身影。他找到知了
猴后，快速抓住，放进小水桶中。

看着小水桶中的“战利品”，
许忠胜说：“今年，我们养殖基地
的知了猴第一年出土，品质不
错。不过，如今已经到抓知了猴
的尾声了，现在的产量比原先少
了很多。高峰期时，一棵树上就
能抓到二三十只知了猴。”

许忠胜是青县盘古镇马庄
子村人，也是马庄子村党支部书
记。

现 在 他 们 抓 的 知 了 猴 是
2022 年“种”进这片林地的。在

“种”知了猴之前，他和 3位合伙
人一起在马庄子村流转了 30亩
土地，种上柳树和榆树。柳树和
榆树会给知了猴提供充足的营
养汁液。

临近知了猴出土的日子，许
忠胜和同伴儿经常会去地里转
转，看看树下有没有洞，树上有
没有知了猴或者知了猴蜕的皮。

6 月 16 日，许忠胜格外高
兴，他在地里发现了刚破土而出
的知了猴。

“长时间的等待终于要有成
果了。”许忠胜说。

第一天，他和同伴儿抓到了
10 来只，第三天抓到了 300 多
只，第六天抓到了 2000多只。这
让许忠胜等人很是兴奋。

“天气闷热潮湿，知了猴出
得会更多。晚上 8点多，是知了
猴破土而出的黄金时间。我们
要与知了猴抢时间，在它们蜕
皮之前，将它们抓住。”许忠胜
说，有时他们在地里要忙到深
夜。

随着知了猴产量的增加，他
们4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就在村
里雇了几位村民一起抓知了猴。

每天晚上 7点多，树林里就
会变得很热闹，灯光随着人前进
而移动。大家每人负责一行树。
当看到一棵树上有多只知了猴
时，每个人都会很兴奋。

一位村民说，她挺喜欢抓知
了猴的，小时候也经常去抓。现
在干这活，她既高兴，又能挣钱。

回到家，许忠胜等人还得给
知了猴“洗澡”，装罐。第二天一

大早，这些知了猴就会被送到客
户那里。

“种”知了猴

许忠胜的同伴儿张天锦、韩
亮来自马庄子村附近的园里村，
徐志达来自北京。他们因“种”知
了猴走到了一起。

90后的张天锦是合伙人中
最年轻的一位。在合伙“种”知了
猴之前，他已经小面积试验过，
什么样的树更适合养知了猴，一
亩地养多少知了猴不会对果树
造成影响。

“那时候就是小打小闹，‘种’
下的知了猴没有对外销售，只是
村民、朋友们抓来吃。”张天锦
说。

2020年，经朋友介绍，张天
锦、许忠胜认识了来自北京的徐
志达。那时对养殖知了猴感兴趣
的徐志达，正四处寻找合作伙
伴。大家不谋而合，开始了“种”
知了猴的创业之旅。

流转土地、栽种柳树榆树、
买含有蝉卵的树枝……凑在一
起的四兄弟就忙开了。

2022 年，孵化出来的蝉蚁
钻进土中。差不多 24个月后，它
们会破土而出。

“为了观察蝉蚁成活情况，
我们也会挖开一些土看看。”许
忠胜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
发现了问题。在“种”知了猴前，
他们没有对土地进行深耕，土
壤板结过于坚硬对知了猴生长
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学习摸索，
总结经验，争取“种”下批知了
猴的时候，能避免这些问题。

他们了解了很多知了猴养
殖成功的案例，信心十足，又迈
出了下一步，在园里村流转了
300 亩土地，栽上柳树，种上玉
米。

现在又到了“种”知了猴的
时候，他们夜间去马庄子村养殖
基地抓知了猴，白天还要去园里
村的地里“种”知了猴，忙得不亦
乐乎。

这回，他们提前对土地进行
深翻，为蝉蚁创造更好的成长环
境。“‘种’知了猴可以挂枝，也可

以直接撒蝉蚁，得根据天气、土
地、树木的情况来定。”徐志达
说。

在地里，韩亮先用锄头将野
草锄掉，然后松土。徐志达紧随
其后，手里端着一个塑料盒，里
面是密密麻麻的蝉蚁。他用小勺
轻轻舀起一勺蝉蚁，均匀地撒在
柳树下，眼见着这些蝉蚁往土里
钻。

天气炎热，他们的脸上挂满
汗珠，但手里的动作没有停。“蝉
蚁孵化出来后，4个小时内就要
入土，不然会影响成活率。”韩亮
说。

孵化蝉蚁

今年，徐志达和韩亮在地里
投放的蝉蚁是他们在自己的孵
化棚里孵化出来的。

去年，他们从山东等地买来
了带有蝉卵的树枝。这些树枝上
的卵要经过一年的时间才能孵
化出蝉蚁。

走进孵化棚，记者看到，百
万根带有蝉卵的树枝被捆扎后
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每个架子
下面兜着黑布。蝉蚁孵化出来
后，直接落到布上。

这里的每一根树枝在徐志
达眼中都是“宝贝”。他拿起一根
树枝说，长约 15厘米的带有蝉
卵的树枝上能产出差不多 400

只蝉蚁。在孵化棚一旁的房间
内，放着一个显微镜。通过显微
镜，徐志达能清晰地看到蝉卵的
孵化情况。

徐志达作为团队里的技术
担当，流转了 300亩地后，就常
住青县了。

蝉卵孵化时要保持较高的
湿度。这些带有蝉卵的树枝享受
的待遇挺不错。徐志达会指导着
工人为它们“泡澡”，或者进行

“淋浴”。
“在孵化的过程中，除了保

持湿度，一定要注意除螨虫，不
然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徐志达说，寄生在树枝里面的螨
虫，主要以蝉卵为食物来源。螨
虫繁殖能力强，在高温高湿环境
下，能在几天内大量繁殖，严重
影响到蝉卵的孵化率。

光过螨虫关还不行，孵化出
的蝉蚁也有敌人。想要让蝉蚁安
全地进土生活，徐志达等人要提
前一周左右时间清理地里的蚂
蚁、蜘蛛。

看着布上又有了一层蝉蚁，
徐志达和韩亮利索地将蝉蚁收
到一个塑料盒里。

再过几天，他们还会在 30
亩林地里投放一些蝉蚁。

“每年都需要补充一些蝉
蚁，保障今后知了猴的产量。”徐
志达说，很多商户向他们预订知
了猴，一只1.2元，今年知了猴产
量供不应求，这也成了他们幸福
的烦恼。

游客来了

树下抓知了猴是多少人童
年的美好回忆呀。很多游客看到
许忠胜等人拍的抓知了猴视频
后，争相来到知了猴养殖基地享
受抓知了猴的快乐。

“知了猴多的时候，每天都
有几十位游客前来，有天津、沧
州市区的，也有献县、青县的，多
是一家人出行。”许忠胜说。

7月初，有一家10口人一起
来到了知了猴养殖基地。

刚开始，孩子看到树上的知
了猴不敢用手去触碰。玩着玩
着，他就独自敢抓了。

这个家庭中一位年长的女
士对许忠胜说，她小的时候，夏
季晚上会去抓知了猴。每次都
能抓 20来只，拿回家用盐腌好，
干煸一下，就成了一道美味。近
年来，她感觉知了猴少了，小孙
子这也是第一次体验抓知了
猴。

一家人比赛抓知了猴。“这棵
树上有好几只，赶紧过来抓”“看
我抓得不少吧”……炎炎夏夜，抓
知了猴给他们带来很多快乐。

这家人一共抓了 400多只，
最后决定带走200只。

临走时，孩子还有点意犹未
尽，一直问大人什么时候再来抓
知了猴。

“现在抓知了猴已经接近尾
声了，有想来的游客打电话，我
一般都会说明情况，让他们明年
再来，到时候知了猴会更多，体
验感会更强。”许忠胜说。

除了前来休闲娱乐的游客，
还有不少人慕名前来，想要学习
养知了猴的技术。

“附近村里的人看到今年养
知了猴收益不错，有的也开始动
心想要养知了猴。”张天锦说，青
县有不少人种果树。如果在果园
里养知了猴，掌握好投放的数
量，上面摘果，下面“掘金”，双份
收益，也不错。他们也希望带动
村民共同致富。

明年将是“种”下的知了猴
破土而出的高峰期，张天锦对此
充满着期望，他们想建立集孵
化、养殖、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带动周边村民打开更大的市场，
让知了猴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在青县盘古镇马庄子村的一片林地里，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抓知了猴。这里

的知了猴，是当地农民“种”出来的——

“种”知了猴
本报记者 李小贤 本报实习生 刘怡雯 摄影报道

知了猴爬上树知了猴爬上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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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县城东环路繁华地段有一个快餐城，统一桌椅，自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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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快餐师傅和有快餐经验的服务员。联系电话：1383270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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