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贵州省开阳县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水鱼产业，通过“养殖+销售+休
闲观光”的发展模式，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获得了双丰收。图为工人在开阳县高寨乡
谷丰村犀牛洞鲟鱼养殖基地打鱼。 袁福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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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 潘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渔网顺着虾塘慢慢划过，养殖员阿
力木江·塔依尔冷不丁地抬一下网，数十
斤的海虾在网兜里不停翻腾跳跃。

“像这样的南美白对虾，合作社一年
可以产出 60 吨，市场估值 800 万元左
右。”新疆库车市乌恰镇丰和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姜生国说。

在合作社养殖园里，数百个白色保
温箱装载的活虾等待装车。“我每天就负
责盘点记账，晚上汇总报表，工作不累，
收入很稳定。”乌恰镇喀拉玉吉买社区是
个村居社区，村民阿孜古丽·赛买提去年
将自家 25亩土地流转给合作社，随后又
被合作社聘为记账员，两项收入加起来
一年纯收入达8万余元。

姜生国是返乡养殖南美白对虾的第
一人，刚回社区时，他发现村民大多靠种
植传统农作物维持生计，收入不高。一
次偶然的机会，他被推荐到宁波市学习，
了解到南美白对虾好养殖、收益快等优
点后，先后投资 600多万元，尝试对高盐
度生活环境下的南美白对虾进行养殖。
经过环境测试、水样检测等工作后，他利
用当地的盐碱地挖池建棚，使用生物制
剂调节水质，不仅满足了南美白对虾的

生长要求，还不会造成药物污染，符合绿
色无公害的生产要求。

“养殖南美白对虾最大的优势就是
不占用耕地，从投苗到上市 70天左右就
能见到效益。”今年 4 月，姜生国开始在
盐碱地里养殖南美白对虾。

第一次投放的虾苗成活率很低，为
了找出原因，姜生国到各地养殖基地学
习经验，回来就泡在虾棚，经过不断调整
后，第二次养殖的 5 座虾棚虾苗成活率
大大提高。

这种养殖模式让喀拉玉吉买社区党
支部书记古力巴哈尔·斯拉木看到了发
展希望，她多次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和支部党员大会，宣传发展南美白对虾
养殖的好处，号召支部党员带头养殖南
美白对虾。

社区党组织主导成立了丰和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和南美白对虾养殖协会，
建立起“党支部引领、示范户带头、社区
集体主导、合作社运营”的南美白对虾养
殖发展模式，目前合作社南美白对虾养
殖基地有大棚虾池70座。

为广泛拓展销路，合作社通过“订
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展会助销+直
营店销售”的销售模式进行品牌宣传。
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经销售了 30吨南美
白对虾，销售额达300余万元。

新疆库车市
盐碱地养海虾效益好增收快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鹏

日前，由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西
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主办的2022年西藏
特有鱼类增殖放流暨放流知识科普活动
在拉萨河畔举行。本次活动共计放流拉
萨裸裂尻鱼、异齿裂腹鱼、拉萨裂腹鱼、
尖裸鲤、双须叶须鱼、巨须裂腹鱼等西藏
特有鱼种鱼苗 215 万尾，为近年来放流
数新高。

水波荡漾、凉风习习，在拉萨河城
郊段，一大早已汇集当地群众百余人
在此参加增殖放流活动、普及科学放
流知识。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
藏生态环境重要性和脆弱性并存，历
来有“亚洲水塔”“世界第三极”之称，

水资源丰富，水生生物具有区域性和
特有性。

据了解，目前西藏已发现土著鱼类
71 个种和亚种，主要有鲤形目鲤科的裂
腹鱼亚科、鳅科的条鳅亚科和鲶形目的
鮡科等。而且受高原环境影响，西藏土
著鱼类资源独特而脆弱，表现为高度的
单一性、一致性，寿命长、生长缓慢、性成
熟晚、繁殖力低以及地理隔绝等特点，使
得其对外界干扰极其敏感，鱼类资源一
旦遭到破坏，将很难恢复。

“增殖放流是西藏自治区推动渔业
资源恢复和保护的重大行动，是保持水
生生物多样性，改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
等天然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西藏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院长次真介绍道。

西藏
215万尾特有鱼种鱼苗放流拉萨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近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在汉中市
召开全省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现场
观摩推进会。会议期间，同步举办“喜
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秦”劳富

“渔”》陕西渔业高质量发展主题采访活
动启动仪式。

会议指出，稻渔综合种养作为稳粮
增效新模式，充分释放“增渔增收、节地
节水、循环高效、绿色生态”叠加效应，对
拓展水产养殖空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经过
4年的快速高质量发展，陕西省稻渔综合
种养产业发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产业
规模有序扩展，由 2018 年底 2.3 万亩，快
速发展到近 20万亩，种养规模翻了近 10
倍，新型种养主体达到 450余家，综合种
养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技术模式不断创
新，形成稻虾、稻鳖、稻蟹、稻蛙、稻鳅、稻
鱼等10多种适合本地种养环境的技术模
式。稳粮增效作用明显，按照全省目前20
万亩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计算，年可稳产大
米6.5万吨。政策措施保障有力，稻渔综
合种养产业实施意见出台，稻渔保险先行
先试，稻渔专项财政资金大力注入，都为
稻渔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会议强调，全省稻渔综合种养发展，
要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富民这个总
目标，坚守粮食安全底线，坚持数量和质

量并举，推动“三产一标”实施。一要认
真落实“稳粮促渔、生态优先、产业化发
展”的理念；二要着力推动一二三产有机
融合，着力打造城乡融合共同富裕新样
板；三要整合区域特点，做好陕南、陕北、
关中“三大板块”，陕南做大做靓，陕北提
质做特、关中做优做精。要在提高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提高生产技术标准、提高
组织化程度、提高政策稳定性“四个提
高”做文章。

会议要求，各地要把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作为稻渔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贯
彻新发展理念。要全面分析市场需求、
资源禀赋、潜力空间，做实规划，增强发
展引领力；要加强技术引导积极推进新
型经营主体开展技术革新，加快攻克技
术难关，做精科技，提升产业支撑力；要
加快一批培育稻米加工、水产速食加工、
餐饮加工型领头企业、加快发展一批社
会化服务机构，积极创建一批知名品牌，
做大链条，提高产业竞争力；要按照“稳
产高效、标准规范、特色鲜明、品牌运作”
的要求，建设一批现代稻渔综合种养基
地，做强基地，发挥示范带动力。会议强
调要立足新起点，瞄准新目标，抢抓新机
遇，以更加振奋的精神和干劲，掀起新一
轮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大发展的新热潮，
为建设美丽乡村，开创全省农业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喜迎二十大，建功“十四五”
作出更大贡献。

陕西
稻渔综合种养面积接近20万亩

□□ 卢美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郑海燕

“以前住在海岛上，买点东西要背着背
篓乘船上岸，大半天时间都耗在路上，自从
搬到这个小区后，购物、教育、医疗、就业都
方便了。上岸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风
吹不着雨淋不着，小日子过得可美了。”夏日
傍晚，海风徐徐。在浙江省临海市临港新城
精品示范区头门社区超市里，正在选购生
活用品的社区居民陈海华乐呵呵地说。

陈海华原来是附近海岛上盘镇头门村
的渔民，受益于临海市近年来积极推动的培
育新农民、打造新农村、发展新产业“三新”
农村共富模式，通过政策安置收网上岸搬进
了头门社区，在工业园区里有了稳定的工
作。在临海，像陈海华这样的移民搬迁的渔
民有 2000 多人。他们有的在附近工业园区
上班赚工资，有的在社区周边开起了实体店

做买卖，还有的利用互联网平台做电商推
销临海当地的土特产。上岸后的渔民人人
都住上了新房子，有些人还将新房子的一
楼用来出租，每年光租金就有2-3万元。

据社区所在地上盘镇镇长张波介绍，
临港新城精品示范区是以台州湾经济开发
区居住区块为核心，统一安置和集聚周边 2
个乡镇海岛村的农民建设而成的新居。早
在 2014年，临海市委、市政府就启动了康居
工程一期，按照“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
的要求，陆续将白沙、头门、新建、达道 4 个
自然村的村民搬迁到这里，陈海华就是享
受第一批搬迁红利的村民。

新农村带来新生活，康居工程一期 572
户搬迁村民切切实实感受到移民搬迁带来
的生活变化。为了让海岛移民搬迁的村民
过上幸福生活，上盘镇积极配合打造红脚
岩“万亩千亿”新材料产业园，并于今年 1月
起展开临港村短朱北搬迁项目攻坚工作，

截至 3 月底，102 户搬迁户实现自愿签约率
达 100%。

崭新的楼房、整洁的环境、明亮的路
灯，每天傍晚在社区大喇叭悠扬的音乐声
中，大家相约着一起跳跳舞、唱唱歌，小孩
子们奔跑嬉闹，一派生机蓬勃的生活气息
扑面而来。“以前白天捕鱼晚上回来就睡
觉，现在可不一样了，社区组建了排舞队，
我一有空就来这里报到，平时一家人还能
去白沙湾吹吹海风，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
想。”正在跳广场舞的移民陈慧青笑着说。

头门社区 4 个自然村共有 800 户村民，
其中渔民、养殖户有 600 余人，拥有大大小
小的渔船 49 条。“以前我们捕捞都是用 7-8
米的木壳船，后来都换成了 40-50 米的铁
壳船，这种船马力大、抗风浪能力强，加上
捕捞装备、导航仪器等技术的升级，适合远
洋捕捞。”还留在岛上准备搬迁的渔民王友
顺说，之前捕鱼经常一网捕捞上来的渔获

物就有 20-30 吨，人均年纯收入能达到
40-50万元。

为了让东海休养生息、生态繁衍、可持
续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出台扶持政策，鼓
励渔民积极探索新的增收方式，拓展渔业
全产业链增收模式。上岸渔民张贤平与朋
友合伙开了一家农家乐，随着白沙湾客流
量增大，他的农家乐生意很火爆。为了让
游客“吃完还能兜着走”，张贤平开始尝试
海产品加工。“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没有经
验，加工技术只停留在把大的切成小的、鲜
的晒成干的、淡的腌成咸的，这样加工出来
的产品根本无人问津。”随后张贤平引进了
海产品自动化加工设备，不仅提高了产出
效率，而且还能让海鲜保持原味、卖相也
好。淡季时，张贤平还开起了直播带货，与
日俱增的粉丝量为他的产品打开销路。张
贤平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还带动了周
边村民跟着干，在家门口走上了致富路。

浙江临海市

“三新”共富模式造福上岸渔民

□□ 张可夫 李文君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水路
到湘江……”清晨，浏阳河上云雾缭绕，水
面上泛起阵阵涟漪，偶有鱼儿跃出水面。

“这是细鳞斜颌鲴，这是花魚骨鱼，是中国工
程院院士刘少军在我们浏阳乌龙渔场培育
繁殖出来的。”在浏阳河上游双江口，从事
多年水生资源调查的浏阳市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渔政人员陈诚高兴地告诉笔者。

浏阳河作为湘江的一级支流，属于长
江流域范围，是重要的渔业资源宝库和鱼
类种质基因库。2010 年，农业农村部设立
了浏阳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将细鳞斜颌鲴、花魚骨鱼列为主要种质
资源保护对象，系长沙市唯一的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前些年，由于过度捕捞、污水排放等
原因，浏阳河的渔业资源和水生态环境急
转直下，昔日渔歌唱晚、人欢鱼跃的风光
不再。

自 2004 年起，浏阳市在浏阳河城区段

开始每年实施春季禁渔和鱼类人工放流，
此后禁渔范围不断扩大。2018 年，浏阳市
更是率先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实施全
面禁渔，打响了一场以浏阳河特有鱼类为
重点的保卫战。

2021 年 1 月 1 日，长江“十年禁渔”正式
启动后，过去以捕捞为生的 133户渔民全面
退捕，当上了护渔员，实现由水上捕鱼到岸
上护渔的身份转变。浏阳市还进一步通过
采取多种措施，开展打击“电毒炸”等非法
捕捞专项行动、“四清四无”专项行动及人
工增殖放流，增加“智慧渔政”系统与人工
鱼巢设施，促使浏阳河流域水生生物资源
恢复和多样性不断改善。

湖南省渔业环境监测站副站长袁希平
介绍，据 2021 年开展的长江流域禁捕水域
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初步显示，浏阳水域鱼
类数量有所提高，以特有鱼类为代表的各
鱼类分布范围有所扩大，鱼类个体大小也
呈增长趋势，水生生态向好发展。

“十年禁渔”要落实，渔业也要发展。
水产种业是渔业的“芯片”，也是浏阳渔业

的优势产业，全市拥有农业农村部水产健
康养殖示范场 6 家，注册苗种场 10 家，年产
销售苗种 70亿尾。

在浏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斌看来，
党中央提出的“十年禁渔”有利于浏阳河水
生生态多样性的恢复，也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催生了优质水产种苗的科研推广。

“特有鱼类虽然经济价值高，但是生长
周期长，而且属于不耐氧鱼种，养殖难度较
大。”浏阳市北盛镇乌龙渔场负责人张喜南
从事鱼苗繁育已有 40 余年，他的渔场是农
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拥有水面
300 多亩，承担了浏阳河特有鱼类的繁育推
广任务。

为填补长江“十年禁渔”带来的渔业市
场缺口，浏阳市积极推动乌龙渔场与湖南师
范大学合作，请来了潜心鱼类育种的“鱼院
士”刘少军，破解特有鱼类繁育推广难题。

“刘少军院士多次来到基地开展技术
指导，并派出团队常驻渔场开展试验。”张
喜南介绍，合作两年多来，乌龙渔场繁育新
品种鱼 3 亿多尾，推广到湖南、黑龙江、辽

宁、河北等 15个省市自治区，示范养殖面积
达 30多万亩，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

其中，刘少军院士团队对浏阳河水系中
的特色鱼类——花魚骨鱼进行了遗传改良，成
功研制了雌核发育花魚骨鱼，为大规模制备改
良的花魚骨鱼提供了重要的种质资源。

今年 6 月 1 日，岳麓山水产种业创新中
心——乌龙渔场基地暨刘少军院士团队工
作室揭牌仪式举行，经过改良的雌核发育
花魚骨鱼等展示在一众院士专家、企业代表
眼前。“乌龙渔场水质好，温度适宜，在育种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刘少军表示，
通过将特有鱼类进行改良，构建“高地+基
地+农户”的产学研体系，打造鱼类“良种良
养良销”模式，就能从源头上减少非法捕捞
现象，助力长江“十年禁渔”。

“下阶段，浏阳将联合院士团队开展鱼
类繁殖、增殖等技术攻关，通过禁、繁、养等
措施推动渔业稳步科学发展，努力将浏阳
河特有鱼类打造成浏阳的地理标识水产
品。”李斌表示。

湖南浏阳市

特有鱼类“游”出一片新商机

□□ 雷津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冯建伟

7月下旬，在福建省著名的革命老区
福安市，下白石镇海鲜一条街建设已进
入扫尾阶段。这条集连家船民吊脚楼和
连家船参观体验、海鲜加工、海鲜交易为
一体的街道，建筑面积约2400多平方米，
将成为下岐村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
振兴的又一着力点。

千乡千貌，万村万面，在推进乡村振
兴中，每一个村庄面临的发展条件各不
相同。自 1997 年连家船民搬迁上岸以
来，福安市下岐村坚持产业引领，渔业兴
村，探索出了从精准脱贫到乡村振兴的
发展新路。2021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2.76 万元，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
活富裕”的秀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上岸定居，夯实渔村振兴基石

下岐村位于白马江畔，是一个纯渔
业村，全村现有2个渔民新村、6个渔民安
置点，人口782户、3571人。

1997 年以前，下岐村有名无实。全
村700多户船民祖祖辈辈以讨海为生，一
条小木船就是几代人的家，“家连着船，
船连着家”，船民们“上无片瓦、下无寸
土”，过着海上漂泊的生活，是一个非常
特殊的贫困群体。

因为常年生活在船上狭小的空间
里，老一辈的船民，双腿内弯呈 O 型，大
多数都患上风湿病、关节炎等难以治愈
的病。贫困加上社会的歧视，渔民怀有
很强的自卑心理，得了个充满歧视的别
称“曲蹄”。新中国成立前还有“曲蹄爬
上山，打死不见官”之说。

“无财产保障、无生命保障、无教育
保障。”作为特殊的“三无”群体，连家船
民一度过着“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
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
光”的贫困生活。被称为“疍民”的连家
船民，直到 20世纪 50年代新中国进行民
族识别才被正式归入汉族，命运才逐渐
发生改变。

随后，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连家船民解决搬
迁、就业等问题，让连家船民“搬上来、住
下来、富起来”。

采取“分期分批，全面搬迁”的办法，
下岐村建成了 2 个渔民新村、6 个渔民安
置点。为引导渔民有序搬迁，村党支部
充分发挥党员“三带”作用，带头主动搬
迁上岸、带领挂钩户搬迁、带动观望等待
渔民搬迁，帮助困难渔民度过“搬迁—上
岸—定居—生活”适应期。1997—1999
年，共新建房 339 幢，安置渔民 511 户
2310人，渔民们告别了漂泊生活。

培育特色产业，开启渔村
振兴之路

在下岐村的对岸，一排排楼房沿溪
而列，背山向阳、视野开阔——这是 2012
年为彻底解决船民上岸定居和生产问题
所建设的下岐村船民安居工程。建成的
4 栋共 120 套新居，解决了最后一批 120
户共642名船民上岸定居问题。

搬上来、住下来、富起来。为解决船
民的生计问题，下岐村两委为船民提供
技术培训，帮助他们解决发展生产的资

金问题，为他们在海上、滩涂上养殖牡
蛎、对虾、紫菜、海蛏、鲍鱼等提供水产养
殖技术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下岐村落实精准
脱贫方针，改变过去村民从事单一的捕
捞局面，大力发展水产养殖、海洋捕捞、
商贸服务、建筑等多种产业，去年村民人
均纯收入2.76万元，村集体收入63万元。

“20 年前在海上漂泊的场景还历历
在目，我们能有现在的美好生活，要感谢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村民江成财说。
2003 年，江成财带领村民承包池塘养殖
海蛏；2005年，他用养蛏赚到的第一桶金
带领 30 多名村民从事桩基工程，带动村
民增收。如今，江成财已是一名建筑公
司负责人。

以培育特色渔业产业为抓手，下岐
村充分利用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富余劳动
力，创建了自己的海产品品牌，一二三产
业得到融合发展。

连家船民的变迁及其摆脱贫困的经
验，吸引了 30 多个国家的元首、驻华大
使、主流媒体记者、外国友人等前来下岐
村参观考察。电视剧《连家船民的美好
生活》前来取景拍摄，央视小春晚《东南

西北贺新春》在下岐村录制，央视“心连
心”艺术团小分队来到下岐村慰问演出。

开展环境整治，创建宜居渔村

走进下岐村，映入眼帘的是错落有
致的房屋，干净整洁的街道，独具特色的
渔民广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新发展理念，下岐村以建设美丽
宜居村庄为导向，以“一革命四行动”为
抓手，着力补齐人居环境整治短板。

村容村貌的扮靓，吸引了不少周
边的群众前来下岐村观光休闲。连家
船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实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美丽家
园梦。

“随着第三产业发展，渔村变成了热
闹的商埠集镇。”下白石镇副镇长、下岐
村第一书记郑月娥介绍说。在内生动力
不断增强“富口袋”的同时，村民的“富脑
袋”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村民越来越重
视子女教育。1997年前，村里95%的船民
都是文盲，没有一个大学生。现在，村里
已经培育出260多名大学生。

今年 5 月 30 日，以“上岸感党恩·一
起向未来”为主题的首届连家船民上岸
节成功举办。连家船民迎来了首个自己
的节日，用渔民独有的方式表达上岸的
喜悦与幸福，深情回顾殷殷嘱托，共同展
望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生活，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被列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的下岐
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此，村里立
下“五新”目标：产业发展形成“新格局”、
生活水平实现“新提高”、乡村面貌呈现

“新变化”、乡风民俗形成“新风尚”、乡村
治理健全“新机制”。

“乘着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东风，下岐村将实施一批新项目，将建
设休闲长廊、乡村生活体验馆，带动第三
产业发展。”郑月娥说，“随着村民和村集
体收入的不断增加，村里也将不断加强
精神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
动能。”

产业兴旺带来渔村蝶变
——福建省福安市下岐村乡村振兴秀美画卷徐徐展开

福建省福安市下白石镇下岐村。 吴庆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