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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第二届“全国水产南繁种业发展
论坛”在海南三亚市举行。80 多名国内种业院
士专家以及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局、水产技术推
广总站、省市主管单位、国内种业相关协会和企
业代表约5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海南地处热带，管辖全国三分之二的海洋面
积，良好的水质环境资源、优越的海洋气候资源
为发展水产苗种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是我国水产种业的资源宝库。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忠松介绍，海南
海水鱼苗育种优势明显，鱼产卵早、质量优，同比
广东地区提前约 80 天上市，比福建地区提前约
100天上市。据水产年报显示，海南2019年产各
类水产苗种 1762 亿尾，除大部分供应国内其他
省（区、市）外，还供应国际市场，深受广大用户青
睐。海南正在推进自贸港建设布局“陆海空”5
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条件平台，国家南繁科研
育种基地位列其中。在做好作物南繁的同时，海
南推进将水产种业纳入南繁范围。

刘忠松说，目前，海南正在推进“三鱼一虾一
螺”热带种苗产业发展，即石斑鱼、金鲳鱼、罗非

鱼、对虾和东风螺。海南石斑鱼年产鱼卵 10 万
公斤，全国市场占有率约为 95%；金鲳鱼年产鱼
卵约 1.2 万公斤，鱼苗 15 亿尾，全国市场占有率
约为 95%；罗非鱼年育苗 57.3 亿尾，全国市场占
有率约为 26%；对虾年产虾苗 1676亿尾，约占全
国一代虾苗的 37.5%；东风螺年育苗 47 亿粒，全
国市场占有率为100%。

“水产种业是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支撑保障。”农业农村部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胡红浪坦言，海南南
繁基地是我国现代种业科技研发的前沿阵地，在育
种制种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南繁硅谷”一直无鱼，海
南应抓紧推进水产种业纳入国家南繁育种基地（海
南）建设，统一谋划，让鱼、虾游进“南繁硅谷”。

2019 年 4 月 11 日，海南省省长沈晓明在林
浩然、桂建芳、包振民院士联名签署的《关于科学
发展海南水产南繁种业的建议书》上批示，要将
水产育种纳入“南繁硅谷”规划，并作为南繁的组
成部门扎实加以推进。南繁科技城建设也应将
水产育种机构的引进纳入其中，并力争将海南水
产种苗产业打造成千亿元产业。

刘忠松称，下一步，海南将重点抓好 4 项工

作，一是高标准制定好《南繁硅谷规划》水产部
分，为产业发展绘制蓝图；二是集中建设一批水
产苗种产业园，通过要素聚集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三是突出热带特色，重点抓好“三鱼一虾一
螺”苗种产业发展；四是强化科技支撑，通过项目
和产业带动，引进科研单位及人才，为产业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南海鱼类种苗协会、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热带海洋生物资源利用与保护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
究院、海南省南繁管理局联合主办。

让鱼虾游进“南繁硅谷”
——海南推进“三鱼一虾一螺”热带种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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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影响了河蟹养殖从业者投放蟹苗和养殖初期
的饲养管理工作。6月-8月主汛期，部分河蟹
主产区又受到超大洪水的袭击，对河蟹产业
造成了进一步冲击。因此，全年的河蟹养殖
面积和产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尽管如此，在全体养蟹人的努力下，坚
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坚持
防洪抗灾与保草保蟹两促进、两巩固，加上后
期的精心管理，河蟹产业呈现先抑后扬的发
展态势，今年全国河蟹的产量虽有下降，但养
成规格普遍比去年更大、品质更优，取得了来
之不易的成果。”上海河蟹产业体系首席科学
家王成辉说。

10 月 27 日，上海海洋大学第十四届蟹文
化节暨2020“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在上海
举行，大赛由上海海洋大学与上海王宝和大
酒店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来自上海、江苏、安
徽、浙江、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百
余家单位选送的 2500 只河蟹同台竞技，角逐
全国河蟹产业界的“奥斯卡奖”。

记者从现场获悉，本次大赛评选出的“蟹
王”重达 657.7 克，“蟹后”重达 426.1 克，它们
分别来自江西吉水县和进贤县。赛后，“蟹
王”“蟹后”将被制成生物标本用于广大公众
观赏。据介绍，本次大赛的参赛规模为历届
之最。

“当前全国蟹源充足，蟹品优良，广大消费
者可选择的机会多，是一个幸福而快乐的品蟹
之年。”王成辉告诉记者，我国的河蟹产业经历
了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发展阶段，如今已
经开始迈入“养名蟹”的新发展阶段。

在养殖过程中，人们更加注重水域生态
环境养护、河蟹优质种质应用、新模式和新技
术实施、科技创新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养殖
产量与质量协调发展，以及河蟹品质提升和
品牌打造。如今，越来越多的蟹农走上了“科
技养蟹、质量兴蟹、绿色强蟹、品牌促蟹”的新
型发展之路，助推河蟹产业发展由增产导向
到提质导向。

据了解，近年来，为了响应环保要求，全
国湖泊河蟹养殖已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池塘
养蟹成了河蟹产业最主要的支撑模式，稻田
养蟹等也取得了较好发展。

“池塘养蟹在经历了约 30 年的发展后，
已在全国建立多种河蟹生态养蟹模式与技
术。特别是近两年，全国各地积极实施河蟹
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池塘绿色养殖蓬
勃发展，养殖环境优美、养殖过程更清洁的
河蟹绿色养殖方式在各地兴起，为保障‘舌
尖上的安全与美味’提供了强大保障。”王成
辉说。

河蟹大赛上，除了全国的养殖河蟹大比
拼外，还同期举办河蟹产业论坛、河蟹文化
趣味活动和蟹文化展。针对新的产业发展
环境和消费升级趋势，主办方还举办了“蟹

飞天下—电商浪潮下的河蟹产业发展”圆桌
论坛，邀请来自大学、拼多多电商平台的专
家学者和河蟹电商企业的负责人，向广大养
蟹从业人员介绍河蟹电商销售案例，助推河
蟹产业“借网横行”。此外，大赛期间还举办
蟹壳绘画比赛和蟹文化展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海的参赛企业达
27 家，约占全国的 1/3，涵盖上海崇明、松江、

宝山、浦东、青浦、金山等所有养蟹区。近年
来，经过上海市中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系全
体人员和广大养殖户的共同努力，上海本土
大闸蟹已从此前的“落后”“追赶”发展到“并
跑”和“领跑”，上海河蟹产业已呈现百花齐放
的良好局面，上海本地蟹在外观、规格、口感、
品质等方面均有着不俗的表现，逐渐获得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

疫情汛情叠加之年，河蟹产业减量增效、换挡升级——

“养名蟹”必走绿色之道

□□ 张煜 倪凤堂

俗话说，无蟹不成秋。这几天，位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伊庄镇洪山
村的江苏乾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片繁忙，每天凌晨四点养殖棚内就已
灯火通明，蟹塘边穿梭着忙碌的身影，成袋的螃蟹装车发往江苏兴化安丰
国蟹市场，丰收的喜悦早已爬上养殖户的眉梢。

“我们的螃蟹体肥味美，销路广价格高，今年公司养殖面积达到 1500
亩，已经卖了 10来天了，最多一天发货 7000斤大闸蟹，3两以上的大闸蟹
批发价70元一斤。”公司老板郑志龙介绍说，归根结底是因为水质好了，螃
蟹的质量提高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

郑志龙是兴化人，是有名的水产养殖大户。2018 年，铜山区引进人
才，他带领团队来到了洪山村，注册成立了江苏乾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流转了洪山村 1500亩水地，投资 1000万元养殖大闸蟹。短短两年，他已
经成为村民们心里的“能人”。

蟹塘内碧波荡漾，水清如镜，底硬水浅，是大闸蟹的理想水域。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赋予了大闸蟹独特的美味。老郑还告诉我们，依托大专
院校的科技力量，公司精心研制科学配方，选用长江水系天然蟹苗培育的
无公害大闸蟹种。大闸蟹为杂食性动物，既要保证充足的动物性饲料，又
要辅以植物性饲料，在人工喂养过程中，饲料要鲜活适口，以小杂鱼、蚌
肉、水生昆虫等动物性饲料和麸皮、谷物、蔬菜、水草等天然绿色无公害植
物性饲料混合喂养，为河蟹营造出自然、舒适、温馨的生长环境。如今，公
司养殖的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肉质膏腻。煮熟后雌蟹
成金黄色，雄蟹如白玉状，滋味鲜美。

据了解，老郑的1500亩大闸蟹养殖基地原是故黄河河底低洼地改造
成的莲藕种植区，经过30余年的莲藕种植，土地种植能力下降，莲藕产量
逐年减少，因此该地块成了村里收入比较少的低洼地。郑志龙经实地考
察后，认为该地块南为故黄河，北靠吕梁湖，水资源特别丰富，改造后将是
很好的大闸蟹养殖区。“这片土地流转了，既解决水洼地收入少的难题，又
可解决部分弱势群体收入困难问题，还能让群众学到水产养殖知识并掌
握技术，达到带动群众致富的目的，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一
举多得。”村支部书记贺恒恒说。

随着“乾瑞”大闸蟹逐渐走俏市场，今年养殖场放养良种大闸蟹苗20万只，已收获优质大闸蟹2万
多斤，销售收入140余万元。预计全年每亩可产蟹300斤以上，产值2万元左右。乾瑞公司还招收贺
维升、贺广强等35名不能外出打工的留守人员和低收入群体，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月工资3000
元，带动他们脱贫致富。“在家门口上班，每天8小时，每月3000元的收入，比外出强多了。感谢村里
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就业机会，流转土地一份收入，到养殖场打工又一份收入！”村民贺维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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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尚 刘伟栋 文/图

前不久，2020“好客山东 清水蟹礼”山
东省微山县农民丰收节暨微山湖大闸蟹文
化节在微山县举办。

在昭阳街道爱湖码头，一声象征着“开
捕”的鸣锣后，蟹农们划船向着湖心驶去。经
过一番忙碌，个头饱满的“清水大闸蟹”浮出
水面，立刻成了现场的焦点。据介绍，每年这
个季节是微山湖蟹农们最忙碌的时刻，大闸
蟹开捕是蟹农全年丰收的见证。微山县湖韵
现代渔业庄园有限公司总经理闫成武表示，

养殖基地按照每亩投苗控制在 800~1200 只
幼蟹的养殖标准，模拟原生态水域，在池塘里
种植水草和投喂鲜活小鱼虾，一只蟹霸占整
整一立方米水体，可以获得充足的营养，所以
微山湖大闸蟹又被称为“别墅蟹”，肥满十足。

良好的生态环境换来了优秀的品质。
微山湖大闸蟹经过 200多天的生长期，蜕壳
18次，愈养愈鲜活，愈养愈丰腴，终于在金秋
抵达食客手中。“这一过程人工不干涉，蒸煮
的皆是天然干净、自由散养的大闸蟹，重量
压手、味道鲜美。”微山县渔管委高级工程师
张保彦介绍说。

山东微山县

好水育出“别墅蟹”

行业观察

“等忙过了这两三天，把地膜覆好，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
了。”近日，在贵州省思南县乌江岸边的关中坝街道，退捕渔民陈
仁秀在配合丈夫给自家的草莓覆膜，夫妻俩有说有笑，期盼草莓
能有个好收成。2019 年底，陈仁秀和丈夫杨昌洪响应思南县禁
渔退捕号召，告别从事了 20 多年的乌江捕鱼生涯，利用退捕补偿
款开始种植草莓。

自中央、省、市相继出台禁渔政策以来，思南县全面落实乌江
禁渔退捕工作。在政府的引导下，一批对乌江有着深厚感情的渔
民们“舍小家为大家”，纷纷转产上岸。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禁渔退捕宣传，号召大家都参与进来，年
底在册的 121 户渔民全部退捕上岸，县里一次性就兑现了补偿资
金 942.8万元，每户 7.7万多元。”正在乌江巡河的思南渔政管理站
站长张翊春告诉笔者。

渔民上岸后，“退得了、稳得住、能致富”是关键。思南县多
部门联动，多举措并行，对转产渔民进行创业指导、就业培训和
跟踪服务，确保退捕一户就转产成功一户。

秋日的白鹭湖上，白鹭鸟惬意地在水面翱翔。沿湖而上，乘
船半个小时就到达了枫芸乡高原村退捕渔民陈绍杰的家。“我们
对乌江的感情深啊，祖祖辈辈都向她讨生活，现在政策来了，该
我们反哺了，上岸，支持退捕。”从小生活在乌江边上，陈绍杰谈
到乌江总是心怀敬畏、充满感激。去年 12 月，他拿着部分退捕补
偿款购买了 30多只羊，从“渔夫”摇身一变成了“羊倌”。

“现在喂羊也可以，我还在岸边种了枇杷。上岸前我还在担
心没事情做，现在好咯，一年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他们还给我提
供技术支持，放心了。”陈绍杰说。

截至目前，思南县县乡两级实地指导渔民转产转业 32 次 121
人，开展转产转业培训 2 期。121 户退捕渔民中，从事制造业 3
户、服务业 12户、建筑业 37户，农业及其他 69户，全部实现就业。

思南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流域的中心地带，境内乌江总长
78 公里。近年来，思南县高度重视乌江生态保护以及河道治理
工作。从网箱清理到禁渔退捕都下足了功夫，已经形成“水中无
渔网，水上无渔船”的良好局面。如今，乌江生态逐年向好，总
磷、总氮超标指数逐年降低，水体一年比一年清澈。

“接下来，我们将加强部门联动的执法力度，充实执法队伍，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密织乌江生态防护网，着力构建乌江
中游生态屏障，修复乌江渔业生态环境，确保思南乌江流域渔
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思南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旷宗顺
介绍道。 孙磊 张庆慧 文/图

贵州思南县
121户退捕渔民全部实现就业

眼下正是螃蟹上市的季节，江苏南京市高淳区古柏街道团结
圩水产养殖总场的生产基地里迎来丰收。近日，记者来到养殖户
魏立平承包的蟹塘，他正划着小船进行巡塘，清澈的蟹塘映照着
倒影，不时有白鹭飞过，呈现出独特的水乡美景。

巡完塘，魏立平展示起当天凌晨捕捉的螃蟹，虽然数量不多，
但一个个活力十足，公蟹都有 4 两，母蟹达到了 3 两。“我们前半
夜将螃蟹打好规格，后半夜送到市场，再销往各地。”螃蟹销售看
好，魏立平正收获成功的喜悦。而在 5 年前，他还曾为生计、出路
发愁。

今年 47 岁的魏立平此前是渔民，家住古柏街道三保村中保
自然村。三保村位于石臼湖畔，是典型的渔业村，张网捕鱼一直
是大部分村民的主业。“年轻时就跟父亲学着撒网捕鱼捕虾，整
天起早贪黑，很是辛苦！”

石臼湖享有“日出斗金”的美誉，盛产鱼虾、水禽和水生植
物。石臼湖原有 93 种鱼类，包括常见的青、草、鲢，名贵鱼类
刀鱼、鲥鱼、河豚等。但随着过度捕捞以及违章作业，已超出
了湖泊自然增殖与人工放流增殖的补偿能力。20 世纪 90 年
代的调查显示，石臼湖已绝迹 17 种鱼类，另有 22 种鱼类成为
稀有“珍品”。

“涸泽而渔”的方式让湖泊很受伤，舟来船往、鱼跃人欢的景
象已不见了。魏立平对此感触很深，“以前一天能捕到七八十斤
虾，甚至还能捕到三四斤重的鳗鱼，到后来种类越来越少不说，
有时一天五六斤虾都捕不到了。”

湖里讨不到生活，村民们纷纷另谋出路，有的外出打工，有的
经商做生意，还有的搞水产养殖。魏立平在望湖兴叹的同时，也
寻思着上岸发展。“当时高淳的螃蟹产业已经发展得很不错，身
边也有很多养蟹经验丰富的朋友，应该是一条不错的谋生路
子。”2015 年 12 月，魏立平在团结圩承包了 30 亩蟹塘，开启了人
到中年的“二次创业”。

这几年，随着养殖环境不断改善，政府派技术人员到塘口
培训指导，信用贷款支农惠农，水、电、路、沟渠等基础设施也配
套到位，魏立平在边学边干中掌握了养殖技能，闯出了名堂。
他养殖的螃蟹亩均纯收入超过 3000 元，目前养殖面积已扩大到
40 亩。

变化的不仅是魏立平，石臼湖也在经历一场蜕变。今年以
来，高淳区认真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深入
开展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石臼湖作为通江湖泊实行 10 年禁
捕，三保村成为禁捕退捕重点村。“让石臼湖休养生息，为鱼儿留
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出路。”经过广泛宣传，三保村 120 多户渔民
达成了共识。魏立平更是积极响应，8 月初，他就把两艘捕鱼船
和 300 条网具悉数上交。三保村共上交捕鱼船 171 艘、网具 4 万
多条。

如今，三保村在村民广场上建起了渔业文化雕塑，魏立平
说：“这个雕塑反映了我们以前在石臼湖里讨生活的情况，也体
现了渔民乘风破浪、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前风里来雨里去，靠
的是吃苦耐劳精神，现在拆船离湖，虽然生活方式改变了，生产
条件也改善了，但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好生活要靠自己去
争取。” 韦东宁 魏宏伟 本报记者 黄慧

江苏南京高淳区
退捕渔民魏立平“二次创业”创出新路

长江禁捕退捕

种质评审组专家对参赛河蟹进行评审。

海南万宁市一珊瑚育苗基地里的软体珊瑚。

养殖户展示捕获的大闸蟹。

退捕渔民陈仁秀在配合丈夫给自家的草莓覆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