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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炜 李丽 何红卫

金秋十月，走进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土坑村的
黄鳝繁养基地，星罗棋布的网箱悬浮在一个个鱼塘
里，远远望去如同一道独特的水乡风景画，蔚为壮
观！这里水面面积2万余亩，是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
黄鳝繁养基地。

今年，基地度过了一个最繁忙的夏季。“都是来
购买黄鳝幼苗的，今年我们规模化全人工繁育2亿尾
黄鳝苗，存活率高达 95%！这对黄鳝产业来说，是具
有历史意义的突破！”从7月开始，全国各地的黄鳝养
殖户都来基地抢购苗种，仙桃市洪渊泽水产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童国兵的电话每天响个不停。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黄鳝苗依赖自然繁育，导致鳝苗数量少，
成本高。“过去野生黄鳝苗平均 3元/尾左右，存活率
不到 60%，今年人工繁育苗仅 1.5元/尾，存活率提高
到95%！”

在仙桃，家家有塘，户户养鳝。一个村建起一个
影响全国的鳝鱼交易市场，一条鱼游出百亿元的产
业链条。如今，仙桃黄鳝叫响全国，全国黄鳝价格指
数发布在仙桃、全国技术最优的黄鳝苗种繁育基地
在仙桃、全国最大的黄鳝产地贸易市场在仙桃、全国
最前沿的黄鳝加工企业在仙桃。一座城如何养大了
一条鱼？连日来，记者看鱼塘、走车间、入市场，从苗
种繁育、养殖，到销售加工全链条跟踪观察，看鳝城，
何以善成？

孵鳝——十年驯成

黄鳝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鱼类。苗种规模化人工
繁育，是制约黄鳝产业做大做强的难题。因为黄鳝
独特的“雌雄转换”特性，农户们在过去都仅仅依靠
捕捞野生苗养殖黄鳝。野生苗种供应少、质量良莠
不齐、价格偏高、成活率低，成为阻碍黄鳝产业发展
的最大瓶颈。

“如果不是李忠教授，我坚持不到今天。”童国兵
是仙桃市黄鳝养殖行业的领军人物，为了破解黄鳝
人工繁育难题，他租赁土地搞了十年的人工繁育实
验，因为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吃了不少苦头，“产量
少，存活率低，过去养殖赚的钱都赔进去了，至少赔
了 3000万元！”2015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
产研究所研究员李忠和他的团队在实验室完成了黄
鳝苗种规模化人工繁育的技术研究——黄鳝亲本规
模化产卵率 80%以上、受精率 80%以上、孵化率 80%
以上，可以量产。因为具备农作物遗传育种和鱼类
遗传育种等多学科研究背景，李忠敢于突破和创新
思维方式，“我从2013年开始探索黄鳝规模化全人工
繁育技术时，大家都觉得是天方夜谭，我就不信邪！”
当时虽然取得了实验室的成功，但到池塘实际生产
应用，却还有很长一段路。其中最大难题就是试错
成本太高，没有政府投入和支持，光靠市场主体肯定
行不通。

转机发生在 2017年。素有“全国网箱养鳝第一
镇”之称的仙桃市张沟镇，邀请李忠到张沟进行黄鳝
苗种规模化人工繁育的生产应用。“仙桃黄鳝肉质鲜
嫩，比其他地区的纯黑色鳝鱼更受市场欢迎。但让
我们最发愁的是没有好苗种，订单多，产能跟不上。”
仙桃市张沟镇党委副书记卢华伟介绍，“苗种几乎占
黄鳝养殖成本近一半，如果能人工繁育，就可以大大
减少黄鳝养殖的风险，提升养殖收益，我们打听到李
忠博士在专门研究黄鳝育种，当时承诺没有市场主
体，政府帮忙找！繁育车间，政府帮忙建！试验结果
不管如何，经费政府支持！”

就这样，李忠来到了仙桃，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全
力支持下，在仙桃市张沟镇、西流河等镇建起了黄鳝
苗种规模化繁育车间。“其他的事都不用我管，我只
需要一门心思做研究。”

走进仙桃西流河繁育车间，只见一排排白色塑
料盘，里面躺着的黄色小颗粒就是受精卵，受精卵在
这里休息硬化后，就会进入隔壁桶装车间开始孵
化。孵化是繁育过程中最“挑剔”的环节，因为黄鳝
人工催产、受精并不难，但受精卵必须在亲鳝吐出的
泡沫中孵化，不然都会夭折。如何造出这种“泡
沫”？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推倒重来，李
忠创造出一个类似泡沫的孵化环境，黄鳝人工繁育
终于取得了成功！“水和开口饲料、以及喂养方式都
是影响成败的关键因素！”

10年的反复全周期试验下来，今年 6月份，在仙
桃市西流河土坑村的黄鳝苗种繁育基地，经过全人
工繁育出的2亿尾黄鳝苗种“游”向养殖户池塘。

没有了瓶颈制约，黄鳝“游”得更欢了。今年，一
直在武汉做生意的陈磊也回到家乡仙桃市张沟镇先
锋村帮父母扩大了黄鳝网箱养殖规模，“苗种更好养
活了，我们今年养了1500口网箱！”

据调查，2022 年，仙桃市黄鳝养殖规模达到
10.58 万亩、210 万口网箱，产量占全国 20.2%。而人
工繁育苗种供应仅 2.1 亿尾，苗种缺口在 6 亿尾以
上。目前，在省内，监利、公安、洪湖黄鳝养殖逐步
形成规模；放眼国内，安徽、江西等地黄鳝养殖呈后
来居上之势。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将加剧苗种短
缺问题。今年，仙桃市成功实现规模化全人工繁育
黄鳝苗种后，又发展苗种繁育主体 4个，预计全年可
繁育黄鳝苗种 3亿尾。自此，黄鳝苗种工厂化、规模
化繁育已翻开新的一页，为黄鳝产业进军更大的市
场筑牢基石。

养鳝——“箱”式方阵

9月 13日，秋高气爽，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的一
方鱼塘内，黄鳝养殖户陈利娥撑起渔船，穿梭忙碌在
一个个深绿色的网箱间，“再过20天就可以捕捞出售
了，估计可卖成鳝3.6万斤，120多万元。多半是今年
进苗今年卖，还有少量是去年进苗今年卖。”

说起黄鳝养殖，陈利娥头头是道。10 年前还是
养鳝小白的她，现在已然成为村里的养鳝能手，成长
为标标准准的“鳝三代”。“从爷爷那一辈就开始养殖

黄鳝了，那个时候还是稻田埋网养鳝，后来探索出网
箱养鳝，现在还实现了两年段养鳝。”

作为中国黄鳝之都，仙桃的黄鳝养殖至今已经
历了三代人的手，实现了三次成长与变化。

在仙桃，养殖黄鳝是从 1998 年开始的，发端于
张沟镇先锋村。回想当年场景，老支书陈江启记忆
犹新。“种地收入太低，很多田和塘都被抛荒了，上
级政府动员我们党员干部想出路，因地制宜调整农
业结构。”陈江启带领村干部一起到周边富裕起来
的村庄考察发现，荆州洪湖市几个村的黄鳝养殖收
入不错。想致富，换思路！“我们也是水乡，也可以
发挥湖区优势养黄鳝啊！”但陈江启的提议却没有
得到村民的响应，“村民不敢搞，我就和几个村干部
带头先吃‘螃蟹’！”当年春季，陈江启在自家稻田埋
了 5口鳝鱼网。但秋后捕捞出售时，有的赚钱，有的
保了个本，有的亏了钱。“后来我们请教华中农业大
学水产系专家才知道，我们田里埋网养的话，鳝鱼
吃食消毒都不方便，生长很慢，还容易导致鳝鱼集
中挤压而受损。”

不甘心的陈江启继续鼓励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
为村民蹚出一条养鳝致富的路出来。第二年，意外
出现了。村里有一位叫陈江云的党员别出心裁地将
网箱铺满水草后插在鱼塘里而不是埋田里。“起初我
还批评他偷懒不肯挖田埋网，他就说，书记你看秋冬
养殖效果后再批评也不迟！”没想到，到了 2000年元
旦，同样是三口网箱，投150斤种苗，陈江云的鱼塘网
箱收了320斤，卖了7000多元，而其他稻田埋网养殖
的仅收了 200 斤，卖了 4000 多元。“我们渐渐摸索出
来，鳝鱼除了田里打洞，还可在草里生长。”

一传十，十传百。好消息不胫而走，村民开始效
仿鱼塘里插吊网箱养鳝。实践要想持续性地取得好
效果，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张沟镇委、镇政府得知
先锋村网箱养鳝成功后，支持先锋村选派有文化的
村民到华中农业大学水产系进修提高养鳝技术。“当
时一亩池塘可吊 15 口网箱，每口网箱纯收入 800 元
—1500元，亩均纯收入过万元，技术好的可超过 2万
元。”陈江启说，2002 年以后，先锋村几乎家家吊网，
户户养鳝。

网箱养鳝模式很快传播到周边县市，湖南、安
徽等外省的养殖户也纷纷过来学习取经。自此，仙
桃市张沟镇先锋村成为名扬国内的中国网箱养鳝
第一村。

参与养鳝的农户越来越多，导致进苗难、进苗
贵，且质量没有保障。2003年，黄鳝养殖模式再次迎

来变革。善于钻研的张沟鳝农请教专业技术人员
后，开展规范化、标准化养殖，把一年段养殖变成两
年段养殖，采取当年进苗、来年秋季出售，避开当年
苗种短缺、成鱼出售高峰期，降低风险，将效益提高
到以往的3-4倍。

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陈利娥、陈磊等年轻一代
渐渐成为仙桃养鳝的主力军，先锋村领头人的“接力
棒”也交到了朱传宝手中。2018年，朱传宝当选为先
锋村党支部书记。此时，作为中国网箱养鳝的起源
地和仙桃市黄鳝养殖的核心区，日益紧张的土地资
源成为先锋村发展的瓶颈。

新时代，新课题。区域化联动共富机制应运而
生！周边村大量群众有养殖意愿，但缺乏资金和技
术支持，张沟镇党委以先锋村为引爆点，推动周边接
阳、旭湾、西堤、三同、朱坊 5个村成立黄鳝产业共富
体联合党委，通过党建引领推动资源共享。5个村的
养殖户可以共享温棚、参加过去只为先锋村开展的
专家技术培训。

有了地，养鳝还需要有好水。好水才能养好
鳝。在上级农业农村部门的支持下，万亩集中连片
池塘水产养殖尾水治理项目在张沟镇落点实施，对
先锋村及周边村镇水产养殖池塘进行标准化改造，
养殖尾水得到综合治理，污染负荷得到有效削减。
现在鱼塘不仅水清、产稳、景更美。每天来回在网箱
之间，陈利娥说就好比画中游，环境好了，心情也美，
鳝鱼质量也更好。“回来养鳝的收入比外面打工挣的
钱还多，还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

数据显示，2022 年，仙桃市黄鳝产量 7.21 万吨，
占全国、全省比重分别达 20.2%、46.7%；综合产值 55
亿元，同比增长10.5%；黄鳝养殖亩均年纯收入2万元
左右，已成为全市富民增收的农业第一产业。其中
先锋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6万元，村集体经济收
入300余万元。

卖鳝——“价”牵全国

“开秤！”每年金秋在张沟镇先锋村敲响的这声
铜锣，牵动的不仅是当地市场，更是全国。

从9月中旬开始，张沟镇先锋村进入异常繁忙状
态。在先锋村村委会旁边，是占地 40多亩的先锋黄
鳝交易市场。凌晨5点，这里已经人头攒动。养殖户
用大车小车将一箱箱鳝鱼拖到这里进行交易，来往

车辆川流不息。市场内议价声、过称声、分拣声混杂
成一片，热闹非凡。“每天来自全国的商贩都会来这
里买卖黄鳝，最高峰时一天向全国发售黄鳝40万斤，
年交易额超6亿元。”看着眼前的一幕，朱传宝颇为自
豪。“我们这里的交易额、发售量，直接影响华东乃至
全国市场黄鳝价格，成为黄鳝价格走势的风向标。
由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编制的中价·仙桃黄鳝
价格指数（EPI）从这里发布。”

自朱传宝接任先锋村党支部书记起，他已经意
识到，随着黄鳝养殖水平的提高，养殖规模的扩大，
怎么卖才能卖得好，是自己必须面对并答好的课题。

先锋黄鳝交易市场原是养殖户就近交易形成的
一个集散中心。时代在发展，交易市场也得跟着
变。“借助这个交易平台，推动养殖户更好地养出黄
鳝，让更多村民富起来。”仙桃市委、市政府领导给朱
传宝打气，调动各方资源，和先锋村一道，先后多次
对先锋黄鳝交易市场进行了改造提升。过去仅是过
磅开票之地，如今走进市场，只见黄鳝检测中心、交
易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有序排列，门类齐全。
在交易时节，技术人员每天对进入大市场的黄鳝、泥
鳅等水产品进行快速抽检并留样备查，检测结果当
日进行公示，并发放检测合格单，以数字化平台实现
全过程质量可追溯。而且过磅开票全部实现智能
化、数字化。

方便不止于此。村民在市场上交易，无须任何
抵押，凭借在市场的交易流水担保，享受“数据贷”服
务，即按交易额的 50%来领取低息贷款额度。“看似
小举措，却解决了黄鳝产业发展的大麻烦。”朱传宝
说，资金周转难一直困扰着商户与养殖户。商户桂
爱春从养殖户手中收购了8000斤黄鳝，需要20多万
元的资金。对桂爱春这样的商户来说，发出去的黄
鳝，有时回款要等上 10-20 天，利润率低，资金压力
较大。

黄鳝养殖户也需要资金。“黄鳝喂养的食料由活
白鲢鱼、蚯蚓搅碎混合而成，高峰期一天每亩喂养成
本达 1500元，黄鳝卖出去前资金压力不小。”自 2013
年回乡开始养殖黄鳝，10年来，正是因为有了资金和
技术保障，陈利娥的网箱数量逐年扩大，从最初20口
网箱到如今520口网箱，年纯收入从不到万元提高到
如今的50余万元。“村里几乎每家网箱都在100口以
上，养鳝不愁没钱赚。”

小村大市场，关联着一个支柱产业的发展。线
下买卖红火之时，线上交易也日益活跃。王颖是当
地小有名气的 90后女主播，在抖音上靠卖仙桃黄鳝

短短两年间收获了数十万粉丝。“之前在仙桃市区一
家公司做文职，出于好奇参加了仙桃市农业农村部
门组织的主播电商培训，和其他主播轮流，每天直播
5个小时。”仅今年 4-8月，王颖就直播卖出了 300多
万元黄鳝产品。

市场活，产业活。以先锋黄鳝交易市场为轴心，
一个集黄鳝交易、体验、观赏为一体的休闲旅游度假
中心在先锋村初现雏形。“以村集体为单位成立了一
家旅游公司，去年接待前来观光旅游游客超过3万余
人，盈利10万多元。”指着村委会后面一排排建筑，朱
传宝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供游客围绕黄鳝进行农事
体验和参观的区域。

叫得响，才能卖得更俏。近日，湖北省委农办出
台支持黄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又称“鳝七
条”），首次提出将“仙桃黄鳝”作为全省唯一的黄鳝
区域公用品牌进行宣传推广，完善品牌共建共享机
制，讲好仙桃黄鳝的品牌故事。“在产品包装、餐饮门
店的门头设计上面，统一使用‘仙桃黄鳝’的品牌标
识。积极参加进出口展会，开拓国际市场。每年举
办湖北仙桃黄鳝节，同时开展产销对接、论坛交流等
系列活动。”仙桃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蒋超表示，“这样
一来将会更好地推动农户们从卖资源向卖产品、卖
品牌转变，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得知这些好消息，陈利娥和其他养殖户对未来
更有信心了。

品鳝——“链”成百亿

红烧、煎炸还是粉蒸……论黄鳝在仙桃的吃法，
还得从每天早上的一碗鳝鱼粉开始。

清晨，一条条鳝鱼从网箱捕捞上岸进入到街边面
馆。清洗、切割成条、熬汤成汁，再拌上粉丝，一碗碗
香喷喷的鳝鱼粉端上食客们的餐桌，开启了仙桃人元
气满满的一天。到中午，粉蒸鳝鱼、红烧黄鳝、爆炒鳝
丝、蛋丝鳝鱼汤……一道道由仙桃黄鳝做成的精美菜
肴慰劳着辛勤工作的人们。令仙桃人没想到的是，这
些他们已习以为常的一日三餐，正在悄然成为拉动地
方经济快速增长的百亿元支柱产业。杨克勤，这位土
生土长的仙桃企业家，无疑是将鳝鱼这道美食做成深
加工产业的关键人物之一。

鳝鱼好吃，但鳝鱼体表遍布黏液且不易捕捞，处
理起来很麻烦，令很多人望而却步。所以多年来，仙
桃都是以卖活黄鳝为主，加工市场还是一片空白。

“我那时就想能不能宰杀清洗好再出售，市民买回去
直接烹饪即可，这里面蕴藏着巨大商机！”当杨克勤
提出这个想法时，身边的人都提出反对意见：因为黄
鳝的宰杀难度大，成本太高，费时费力不划算。但他
觉得，自己有着多年水产品加工的经验，如果能够将
黄鳝规模化、产业化生产，这生意就有得做。

有了想法后，杨克勤通过多年观察和探索，研发
出几种多功能鳝鱼清洗宰杀全自动机器，大大提高
了鳝鱼清洗宰杀的工作效率，节省了劳动力，为规模
化加工奠定基础。

2019 年杨克勤在张沟镇建起了一个黄鳝加工
厂，他并没有把收回来的黄鳝直接加工，而是先倒进
一个白色大桶里暂时养上几天，虽然会出现 1%-2%
的损耗，但杨克勤觉得这对鳝鱼加工很重要。“暂养
对黄鳝起到了清洁作用，黄鳝在清水里有很大的活
动量，会把体内脏东西代谢出来。经过暂养的黄鳝
体内干净，宰杀起来省时省力。”同时，次年年初，杨
克勤加工了一批洗净切好的鳝鱼丝，通过使用液氮
锁鲜技术留住了黄鳝原有鲜度和口感，出售给当地
的餐馆后，反响很好，填补了市场空缺。接着，杨克
勤将目光投向了武汉市，那里的消费市场更大。但
首批黄鳝运到武汉销售时却遭遇了退货，原因是在
仙桃，鳝鱼都是带骨切丝，但是武汉的消费者吃不惯
带骨头的。要想拓展市场，必须去掉鳝鱼骨头！可
这太难了！黄鳝全身只有一根骨头而且非常小，只
有两三毫米粗，加上鳝鱼通体黏液很滑不好下手，一
般农贸市场才有专门去骨的，但即便是经验丰富的
去骨师傅，一天最多也只能去个 100-200 斤。这也
是多年来制约仙桃黄鳝深加工发展的重要原因。杨
克勤觉得一定要解决这个痛点实现机器脱骨。一年
多里，杨克勤几乎每天思考，进行各种实验。不服输
的他多方请教科研院所的专家，到2021年，杨克勤终
于破解了这个行业难题，让黄鳝去骨实现了标准化
规模化，并将出肉率提高到了 65%，这比人工去骨还
高出了 5%。当年黄鳝上市后，一下就卖了 10 万斤，
一年卖出700多万元。

这给杨克勤带来了继续深耕黄鳝加工业的信
心。“何不走黄鳝深加工的新路？在全国首创黄鳝冷
鲜产品、即食美味，让仙桃黄鳝游得更远，市场更
宽。”他成立了湖北允泰坊食品有限公司，并积极与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合作，将黄鳝从初加
工向深加工拓展，延长黄鳝加工产业链条。“黄鳝浑
身都是宝，可以把黄鳝肉做成各种美味，黄鳝骨研制
成保健品，黄鳝粘液可加工成高档美容护肤品……”

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允泰坊投资建设黄
鳝深加工生产线，试水黄鳝冷鲜调理产品、熟食系列
产品研发。经过反复实验调味，允泰坊冷鲜调理类
鳝鱼丝、鳝鱼桥、火锅鳝鱼片等品类“定型打版”，进
入试生产环节。研发团队趁热打铁，进一步研制出
鳝鱼煲仔饭、粉蒸鳝鱼、鳝鱼粉丝、藤椒鳝鱼片、烧烤
鳝鱼片等近20个黄鳝深加工产品。“这些产品都被武
汉、长沙等大城市的生鲜超市和餐饮连锁店提前订
购了。”从去年开始，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也满足
不了市场需求，今年又新增两条全自动流水加工
线。目前，杨克勤已经签下6000万元的订单，出口市
场也是年年都有新增量，近几个月来，每月近百万元
货品销往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市场。就连允泰
坊的食材“废料”鳝鱼骨刺，全部由顾大嫂食品公司
收购，被制成了鳝鱼粉，倍受消费者喜爱。

当前，湖北省正支持仙桃市打造全国黄鳝加工
生产聚集区，大力研发和推广黄鳝加工设备，加快黄
鳝预制菜、医疗保健等产品研发创新，提高黄鳝加工
规模，将一条鱼“吃干榨净”。

通过延链补链，一个百亿元级黄鳝产业链正在
仙桃形成。仙桃，成了名副其实的鳝城！

黄鳝是我国重要的经

济鱼类。湖北省仙桃市是

黄鳝池塘网箱养殖发祥地，

2022 年黄鳝养殖面积 10.58

万亩、210 万口网箱，产量占

全国 20.2%，被誉为“中国黄

鳝之都”。全国黄鳝价格指

数发布在仙桃、全国技术最

优的黄鳝苗种繁育基地在

仙桃、全国最大的黄鳝产地

贸易市场在仙桃、全国最前

沿的黄鳝加工企业在仙桃，

一个百亿级黄鳝产业链正

在仙桃形成。

已上市的部分仙桃黄鳝深加工产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摄

李忠（右）和他的团队成员在仙桃市黄鳝苗种规模化人工繁育车间。
资料图

湖北仙桃市洪渊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黄鳝养殖基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