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雷少斐

为加快推进饲料行业团体标准制
定进程，加强标准工作规范化管理，提
升团体标准立项质量，近日，中国饲料
工业协会在京召开 2022 年团体标准立
项审定会。

本次团体标准立项审定涉及低蛋
白日粮、植物提取物、新型饲料资源、检
测方法创新等多种类别，覆盖范围广，
能够满足当前行业发展需要，为推动畜
牧饲料行业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撑。

会上，专家组成员以严谨、科学、专
业的态度，从必要性、规范性、创新性和
可行性几个方面，对团体标准进行了反
复讨论和认真研究。严把团体标准立
项关，坚持不符合饲料法律法规的产品

不能立项，农业农村部未批准的“新产
品”不能立项，不符合饲料原料目录及
添加剂目录的产品不能立项，处于监测
期内的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不能立
项，非饲料类产品不能立项。

全国畜牧总站站长、中国饲料工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宗礼指出，
团体标准要聚焦行业需求，注重创新引
领，在稳产保供、提质增效，促进新旧动
能转换中发挥规范性和支柱性作用。
标准化工作一要注重引导企业，扩大团
体标准的推广与应用。二要坚持严把

“立项关”和“出口关”，确保团体标准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不可降低
核心要求。三要保证规范性和技术性，
加快完成各环节制标工作。四要稳中
求进，践诺重行，避免标准制定逾期，要
重立项、重执行、重完成。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2022年团体标准立项审
定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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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聚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王春植
见习记者 雷少斐

中国人对鱼的喜爱是渗透在基因里
面的，不仅是因其食用价值，更因其蕴
含的美好文化意涵。“如鱼得水”用来描
述人们自在美满的状态，“鱼跃龙门”又
饱含平步青云的良愿。鱼与“余”同音，
更是代表着富足盈满。在中国人的客厅
中、公园里，都喜欢养上几尾或一群观
赏鱼，一来造美景，二来添意趣，三来传
达修身养性、闲适宁静的文化追求。

“2000 年以来，国内观赏鱼发展迅
速，我认识一个在北京卖观赏鱼及相关
设备的店铺老板，4 个店面全年的收入
能达到几千万元，最高峰时每年能有上
亿的流水。”中国休闲垂钓协会观赏鱼
分会秘书长危智敏讲述起养殖观赏鱼的

财富故事，滔滔不绝。
一大批从业者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涌入观赏鱼行业。许多人迫于生存压
力，尝试养殖观赏鱼来养家糊口。家里
备上几个缸，选上几个受欢迎、耐成活
的品种，观赏鱼养殖就这么开始了。而
后有些商家摸出门道，自己摸索配种，
渐渐扩充起规模，观赏鱼养殖开始遍地
开花。

观赏鱼养殖门槛不高，投入成本低，
收益快，解决了很多人的吃饭问题。危
智敏表示，如果能加以宣传和科学引
导，观赏鱼产业能够成为振兴乡村的重
要抓手。

河南有个“锦鲤村”——南阳市镇平
县向寨村，既不临海也不靠湖，全村
2300多人有近2000人养殖锦鲤，年产值
已经过亿元。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宠物经
济兴起，观赏鱼消费市场正在扩大。观
赏鱼产品消费大众化的同时，还呈现出
精品化的趋势。锦鲤作为我国观赏鱼市
场最大的品类，集中体现了这一趋势。

锦鲤，既可以是公园池塘里的“流量
明星”，也可以是拍卖会上的“热门宝
贝”。因其体格健美、色彩艳丽、泳姿雄
然、寓意吉祥，被冠以“观赏鱼之王”的
美誉。2019 年，在日本的一场锦鲤拍卖
会上，一条“鱼王”拍出了1400多万元人
民币的高价。

“如今的锦鲤养殖繁育，大都是养殖
户依靠经验在做，有很大的偶然性。”危
智敏介绍，国内品质好的亲本鱼基本都
从日本引进，国内繁育的大部分是中低
端的锦鲤。如何破解观赏鱼的生长密
码，提高国内观赏鱼的品质，完善中国

观赏鱼品鉴标准，也成了整个产业发展
的关键。

观赏鱼的品类众多，像时装流行风
尚一样，市场的审美偏好变化很快，比如
罗汉鱼、七彩鱼等都在风靡一时之后黯
然落幕，给观赏鱼企业带来一定市场风
险。但是观赏鱼产业中存在大量中小养
殖户，使得产业具有灵活性和丰富性。

虽有“百花齐放”，观赏鱼产业也需
要更多规范性。目前观赏鱼产业科学化
水平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加之
养殖行业的环保要求、技术设备要求不
断提高，许多小型养殖户难以为继。

“如果能由政府牵头，统一规划，观
赏鱼产业是能够造福农民的。”危智敏
表示，中国休闲渔业协会正在探索与国
内的一些村镇合作，建设观赏鱼产业基
地，打造鲤跃龙门版“富春山居图”。

用规范和精品让观赏鱼产业“鲤跃龙门”

□□ 张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炜

“这1000多亩地以前种着树，六七年
卖一茬才能挣30多万元。现在建了锦鲤
产业园，项目一年的直接效益 4000 多万
元、利润2400多万元，还能创造大量的就
业岗位！”近来，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徐
马新村党支部书记夏广顺总是喜上眉
梢。2021年3月，以该村所在地三十里铺
镇为核心建设区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项目正式批准立项；当年年底，该镇所在
地高唐县又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
锦鲤之都”称号。

徐马新村的变化，正成为高唐县以
锦鲤特色产业助力农民增收的写照，目
前，全县从事锦鲤养殖的农户 390 多户、
拥有水产养殖企业 47 家、锦鲤年销售金
额超 3 亿元。内陆县为何崛起了特色渔
业？其间又有哪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总结
推广？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产粮区兴起新产业

“北方锦鲤看山东，山东锦鲤看高
唐。”奇怪的是，高唐县既不靠海，也不临
大河，是远近闻名的产粮大县。

“机缘”出现在 2004 年前后。当时，

现为高唐池丰锦鲤养殖场负责人、高唐
锦鲤协会会长的杨福贵从黑龙江老家外
出创业，看中高唐地处黄河故道沉淀沙
质土壤，徒骇河、马颊河等河流贯穿，坑
塘密集、湖泊面积大、水丰质优的自然条
件，决心将锦鲤引进高唐。经过十余年
发展，带动出盛和、独秀等一大批锦鲤养
殖企业。

“发展锦鲤养殖不占用耕地，反而能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聚集起更多产业发
展要素。”据徐马新村村民夏清军介绍，
他在集体办企业“光顺锦鲤”免费学得相
关技术后，承包了村里平整后再发包的
90 亩荒沟、废窑，开办起养殖场，依靠发
展锦鲤产业，全村整体实现了脱贫致富，
村集体年收入增加13万元以上。

打破空间制约、更有龙头带动，如
今，锦鲤产业在高唐县全域铺开。全县
8000 余亩养殖面积里，涵盖近 30 个锦鲤
品种，年苗种繁育能力达 3 亿尾，其中高
品质锦鲤 1000 万尾左右，产业规模和水
平均居全国前列。

多举措提供硬保障

4 月 21 日，谷雨刚过，正是涉农企业
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当天一早，山东

吉祥渔业养殖有限公司的马经理正巡视
鱼塘，而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的工作
人员也动身出发，将全省首张“水产养
殖行业综合许可证”送到他手上。在往
常，对锦鲤养殖企业生产经营而言，最
少需要《营业执照》《水域滩涂养殖证》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取水许可证》4
个证件。现在，高唐县打造锦鲤养殖

“一件事”服务，助力本地市场主体良性
发展。

产业发展，资金为要，人才先行。高
唐县整合涉农资金向园区倾斜，撬动社
会资本投入锦鲤产业。同时，加强与上
海海洋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院校合作，
将锦鲤产业打造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

“加油站”和“孵化器”。
“为做大做强锦鲤产业，我们编制了

《高唐县锦鲤产业总体规划》，重点打造
锦鲤产业隆起带。目前，县内沿省道
316、322锦鲤产业隆起带已初步形成，一
大批先进的生产基础设施建成并投入使
用，养殖品种不断优化，产业效益稳步提
升。”高唐县副县长任希恒表示。

融合发展带来好效益

锦鲤文旅小镇是高唐县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的核心创建区之一，依托融合
发展的产业链条，锦鲤的价值在当地正
跃级而上。

色如珍宝，象征“福寿吉祥”；从不
争斗，寓意“和气生财”……锦鲤作为农
产品的同时兼具文化和艺术属性，目前
国内市场销售规模超 100 亿元，且呈逐
年增长的趋势。高唐县深度挖掘国画大
师李苦禅和孙大石故乡所在地的优势，
结合马颊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自然
资源特色，打造了集文旅休闲、运动拓
展、绿色生态、人文教育为一体的滨河
景观带，建成了锦鲤交易中心、锦鲤大
赛及拍卖中心。

“深入贯彻落实聊城市以优势特色
产业引领农业提质增效部署，我县紧
抓产业融合发展趋势，通过‘锦鲤+’
发展模式，努力构建创新链、服务链、
消费链、供应链等多链联动的锦鲤产
业生态圈。”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吕
兴忠表示。

目前，高唐县以锦鲤养殖为基础，以
培育新品种为动力，逐步带动起锦鲤销
售、物流、鱼粮器械、锦鲤孵化、锦鲤衍
生品等多个细分领域的发展，全产业年
产值达 8亿元。

北方锦鲤看山东，山东锦鲤看高唐——

沙土地上崛起“中国锦鲤之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雷少斐

为推进我国宠物饲料产业国内国际
双循环发展，2021 年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代表中国宠物饲料行业向全球宠物食品
协会联盟（GAPFA）提交了入会申请，并
于近日获得全球宠物食品协会联盟全体
会员大会全票通过，成为国内唯一正式
加入该会的协会。

近年来，我国宠物饲料（食品）产业
规模不断增加，2021 年全国宠物饲料产
量首次突破百万吨，达到 113万吨，涨幅
连续三年超过 10%，总产值达到 138 亿
元，比 2020 年增长 19.9%。全国宠物饲
料生产企业 357 家，比 2020 年增加 38

家。蓬勃发展的中国宠物食品行业正在
成为现代农业的新业态、新产能、新动
能，也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加入全球宠物食
品协会联盟，标志着中国宠物食品行业
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宏大的市场规模和
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世界认可，对提升中
国的国际话语权、参与双边多边国际合
作，推动我国宠物食品行业全面、协调、
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全球宠物食品协会联盟是
一个全球性非营利性协会，旨在提高犬
猫的健康和福祉，促进制造商遵守食品
安全和营养标准，生产全面、健康、营养
的预制宠物食品，宣传人宠互动的益处。

发挥国内外宠物食品领域桥梁纽带作用——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加入全球宠物食品协会联盟

今年初，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以种兔、饲料供给和技术指导的方
式，与安徽省庐江县泥河镇的安徽璟泰兔业有限公司合作，为当地兔产业提质增效注
入科技动能。目前，安徽璟泰兔业有限公司共养殖“新西兰白兔”“皖南黄兔”等种兔
720只，预计年出栏商品兔达30万只，实现销售收入1800万元。据悉，庐江县下一步
将加快兔产业发展步伐，培育兔产业集群，引领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图为安徽
璟泰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荚启安（右）在查看种兔养殖情况。 赵德斌 摄

安徽省庐江县
兔产业销售过千万

据对全国 80 家水产品批发市场成
交价格情况监测统计，6月份全国水产品
综合平均价格为 25.53 元/公斤，环比上
涨 0.87%，同比下跌 1.92%。另据可对比
的 45 家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成交情况监
测统计，6月全国水产品批发市场成交量
49.63 万吨，同比下跌 16.09%；成交额
138.21亿元，同比下跌15.85%。

海水产品价格情况

6月份，海水产品价格为46.36元/公
斤，环比上涨1.54%，同比下跌0.19%。

据监测，海水鱼类环比上涨 2.35%，
同比上涨 0.5%。分品种看，海水鱼类中
涨幅较大的品种有：小黄鱼 73.94 元/公
斤，环比上涨 8.05%；银鲳 111.87 元/公
斤，环比上涨 2.31%，蓝园鲹 12.41 元/公
斤，环比上涨2.09%；带鱼33.24元/公斤，
环比上涨 1.58%。海水鱼类中价格下跌
的仅有一个品种：马鲛鱼39.67元/公斤，
环比下跌 1.22%；其余品种价格保持稳
定，涨跌幅度均在1%内。

海水甲壳类环比上涨2.24%，同比下
跌 2.1%。分品种看，海水甲壳类中涨幅
较大的品种有：鹰爪虾50.07元/公斤，环
比上涨8.75%；梭子蟹192.88元/公斤，环
比上涨 3.8%；青蟹 161.23 元/公斤，环比
上涨 3.72%；虾蛄 90.55 元/公斤，环比上
涨 1.59%；跌幅较大的品种有：日本对虾
234.39元/公斤，环比下跌10.14%，

海水贝类环比微涨，同比上涨。据
监测，海水贝类环比上涨 0.31%，同比上
涨 1.62%。分品种看，蛏 29.76 元/公斤，
环比上涨 2.77%；其余品种价格保持稳
定，涨跌幅度均在1%内。

海水头足类环比上涨0.84%，同比上
涨 0.77%。分品种看，鱿鱼 34.74 元/公
斤，环比上涨 1.83%；墨鱼和海蜇价格与
上月持平。

海水藻类环比基本持平，同比上涨
0.85%。分品种看，海带与紫菜价格与上
月持平。

淡水产品价格情况

6 月份，淡水产品价格 17.55 元/公
斤，环比持平，同比下跌4.05%。

据监测，淡水鱼类环比微跌 0.23%，
同比下跌8.12%。分品种看，淡水鱼类中
价格下跌的品种有：黄颡鱼 26.54 元/公
斤，环比下跌3.67%；草鱼14.51元/公斤，
环比下跌 1.84%；鳙鱼 15.95 元/公斤，环
比下跌1.71%；鲢鱼8.22元/公斤，环比下
跌 1.45%；价格上涨的品种有：罗非鱼
18.56 元/公斤，环比上涨 7.12% ；虹鳟
42.39 元/公斤，环比上涨 6.58% ；鳜鱼
79.28 元/公斤，环比上涨 2.55% ；黄鳝
67.65 元/公斤，环比上涨 1.41%；其余品
种环比涨跌幅度均在1%内。

淡水甲壳类环比上涨0.35%，同比上
涨 4.95%。分品种看，青虾 124.3 元/公
斤，环比上涨 6.16%；罗氏沼虾 66.45 元/
公斤，环比下跌 4.38% 。中华绒螯蟹
102.53 元/公斤，环比下跌 0.82%。克氏
原螯虾56.91元/公斤，环比下跌0.42%。

淡水其他类环比上涨1.99%，同比上涨
11.24%。分品种看，甲鱼6.8元/公斤，环比
上涨 2.33%，田螺 9.44元/公斤，环比下跌
2.34%，蛙17.13元/公斤，环比上涨0.14%。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叶新 陈述平
整理

6月份全国水产品综合平均价格环比
上涨0.87%

□□ 武铁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天津海河水蕴含着丰富的饵料资
源，更孕育了天津人休闲雅趣——观赏
鱼。灵巧的红绿灯、沉稳的金龙鱼、呆萌
的“血鹦鹉”、大气的锦鲤、长尾彩鲫，让
人流连忘返。

近十年来，天津市观赏鱼行业发展
迅速。目前，天津市观赏鱼外塘养殖面
积超过 4000 亩，室内养殖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年产观赏鱼约3亿尾。

品种研发立潮头

观赏鱼玩的是新、奇、特。多年来，
国内自主培育的新品种观赏鱼凤毛麟
角，而首个自主研发的观赏鱼新品种就
在天津。当年位于宁河区的国家级天津
市换新水产良种场一口气培育出两个

“国审”新品种——红白长尾鲫和蓝花长
尾鲫，轰动了观赏鱼界。

红白长尾鲫头顶红冠，长长的尾巴
如轻纱曼妙灵动，像水中的美人鱼。另
一盆中的蓝花长尾鲫体态端庄、体色淡
蓝，风度翩翩，真像水中蓝孔雀。在近70
年淡水鱼研究工作中，90 岁的淡水鱼类
育种专家金万昆培育出“国审”水产新品
种 11个，其中观赏鱼只有这 2个，市场和
应用价值独特。“从金鱼和彩鲫杂交后代
中选出体色、体型、鳍、鳞被、眼等符合选
育目标的个体，再通过一代一代定向选
育，使其 F5 代的表型性状遗传稳定性达
90%，新品种就诞生了。”金老介绍，该鱼
种体色天蓝中缀有红黑斑点，尾、胸、腹、
臀鳍均较长游姿飘逸，不仅好看，而且抗
病性强，容易养殖。

鱼儿繁殖期，换新水产良种场开始
日夜忙碌。金万昆直接搬入渔场居住。
他寸步不离产卵池边，仔细观察待产亲
鱼动向。“我们是订单式生产，两个品种
各繁育1000-2000万尾，除满足本地需求
外，也发往北京、重庆、山东、四川、浙江
等地的观赏鱼市场。”高永平是金万昆育
种创新团队成员之一。这两个观赏鱼新
品种在市场上得到的高追捧度、高价值，

一直让他引以为傲。每年5月，接踵而至
的经销商、养殖户，也成为红白长尾鲫和
蓝花长尾鲫推广的主力军。在历经20年
的不断选育、提质后，这 2 个观赏鱼家族
子孙旺盛，观赏优势更加强劲。

科企合作再出彩

新品种研发后的 10 年间，天津市观
赏鱼市场极速发展。2013 年，天津市成
立了观赏鱼技术工程中心，进一步扶持
产业发展。有品种、有技术、有人气，来
自全国的农户纷纷在天津设场。高峰
期，观赏鱼养殖面积达 4500 亩。其中小
散养殖户为了领取养殖补贴快速建场，
养殖基础设施落后，一直存在池塘淤积
严重、养殖容量降低、养殖用水浪费等情
况。2018年，天津对农业用地建设的“大
棚房”进行专项整治，加上对养殖用水管
里进一步严格，失去“盈利点”的个体养
殖户逐渐离开天津市场。

“散户少了，但全国的需求量还在，
这就将天津观赏鱼发展的接力棒，交到
了我们技术服务手中。”姜巨峰是天津市
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天津市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观赏水族岗位专家。在
养殖热潮退去后，怎样让天津观赏鱼仍

然站稳全国市场，一直是他思考的问
题。“在优势品种的繁育和养殖标准化上
下功夫是我们当时想到的途径。”姜巨峰
把想法告诉了观赏鱼技术工程中心成员
单位的嘉禾田源观赏鱼公司总经理刘文
军，二人一拍即合。“不创新改变就没有
发展。场地、实验室、设施设备、技术骨
干，我们都愿意倾力投入到优质品种选
育。”刘文军决定放手一搏。

“血鹦鹉”被专家和企业一致选中。
三角形的尖嘴如钩，头部隆起，有张鹦
鹉似的嘴脸，天津产血鹦鹉特征明显，
档次本就较高。“血鹦鹉”需要亲本红魔
鬼和紫红火口杂交，性状稳定较难。温
度、抗病性、褪色问题、体态发育等又都
是影响品相的几个重要因素。繁殖期，
姜巨峰和团队成员住进了养殖基地，近
一个月内连续观察，详尽记录不同亲本
性状与其子代的生长性状加以分析。最
终天津市水产研究所系统性地建立了优
质血鹦鹉鱼繁育推体系。“‘血鹦鹉’优
级率累计提升了 22.54%，意味着养殖户
养出精品的成本降低了至少两成。我们
还成功选育出 1 个新品系‘红白血鹦
鹉’。”姜巨峰说，该品系被业内称为“极
品血鹦鹉”，市场价格较普通品种提高 5

倍以上。“红白血鹦鹉”由于无法自行繁
殖，成为天津特有鱼种，带动天津地区
多款优质“血鹦鹉”销售，共计向国内外
销售 2.5亿尾鱼苗。

市场联农更活跃

借助优质品种、品系及标准化养殖
方法，水资源丰富的宝坻、宁河和滨海新
区发展了多家观赏鱼龙头企。

近五年来，天津渔业部门连续提出
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专项方案及
一系列支持渔业科技创新、设施提升、绿
色发展等政策性文件。目前，天津有 72
家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70 个现代渔业
园区；换新水产良种场新技术实现单池
鱼卵孵化数量千倍突破。

行业因集约而重兴，市场因联农更
活跃。在与天津现代晨辉科技集团合作
的4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直播卖鱼成为
养殖户的新营生。集团物流网给出了更
低的快递成本，让村庄打出“三公斤以下
14省包邮”销售口号。经营下来，每年每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都增加近20万元。而
另一边企业也搞起了“共享养鱼”。2017
年开始，宁河区七里海湿地核心区进行
了封闭管理。核心区渔民需要另谋职
业。“来渔业场的农户和我们都是合伙关
系。先期我垫资车间场地和鱼苗、饲料
并指导技术，最后利润四六分成。”天津
和谐荣达公司总经理郑明轩给70余户家
庭找到了新的营生，也给自己企业发展
找到靠谱的“合伙人”。“合伙人”们从价
值低的孔雀鱼养殖入手，到价值高的金
龙鱼养殖“出师”，农户们每年最低收益
保障在5万元。

观赏鱼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
产业链的逐步完善，形成了适应当前市
场需要的水族产业链。目前，天津观赏
鱼相关产业单位 140 余家，其中 30 多家
从事饲料、水族产品、水草等生产经营，
全市共有观赏鱼养殖个体3000余家。“十
四五”期间，天津还将把环城四区及武
清、宁河、宝坻等区养殖水域打造成都市
型休闲观赏渔业发展区。

天津观赏鱼产业带动了相关产业链发展，都市型休闲观赏渔业正在成长壮大——

多 彩 观 赏 鱼 涌 动 财 富 潮

行情监测

进入繁殖季，金万昆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在天津市宁河区国家级良种场换新水产良
种场内观察鱼卵孵化情况。 林单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