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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兼技术顾问刘家富——

一 生 只 为“ 一 尾 鱼 ”
本报记者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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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 古 蒙 草 生 态 环 境内 蒙 古 蒙 草 生 态 环 境

（（集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召明王召明。。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刘家富刘家富（（左左））和同事在分析大黄和同事在分析大黄

鱼生长情况鱼生长情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蒙草公司建立的乡土植物种蒙草公司建立的乡土植物种

质基因库质基因库。。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一望无际的绿色，往往是从最不起眼的

一株小草开始。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召明就与草有着不解之缘。他致

力于用科技探索草原生态保护之路。“2020

年底，蒙草生产的特殊草坪进入广东佛山；

2021 年 10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召开，蒙草作为唯一一家生态企业

在大会上进行交流⋯⋯”说起这些，王召明话

语里满是自豪。

低调、朴实、不爱闲谈的王召明，一提到

与生态相关的话题便滔滔不绝。

“买来的种子长不成一片草原”

“小草”是王召明的微信名。“我喜欢小

草，看着不起眼，但生命力顽强。”他说。

王召明生在草原、长在草原，从小对草有

着深厚的情感。上大学时，这位穿着千层底

布鞋的牧区小伙，从内蒙古农业大学花房里

买来花卉，推着借来的平板三轮车沿街叫

卖。他不仅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还在毕

业后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开办花店。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当年那个不起眼的

小花店，逐步发展为绿化公司、园林公司、内

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

开花店到做绿化公司，再到经营生态修复业

务，始终离不开草和草原。”王召明说，每一株

小草都记录着蒙草的成长历史。

“买来的种子能种一片草坪，长不成一片

草原”，这是王召明创办蒙草的原因。早年间

做园林的时候，王召明得知，国内的草业用种

90%以上依赖进口。当时企业在呼和浩特广

场上做了一小块草坪，进口的奇花异草花了

50 多万元，且几天就得施一次肥、打一次药、

做一次修剪。

“草原上的马莲花等品种，生命力极其顽

强，没人施肥、没人浇水，冻不死、旱不死。”他

想起家乡草原上的野花野草，即使旱涝无常，

也能顽强生长，萌生了向大自然学习、把草原

搬进城

市 的 念

头 ，也 开

启了他和团队引

种驯化培育草原乡土植

物的历程。从那时起，

他 正 式 确 立 了 搜 寻 、收

集、驯化、组培、扩繁乡土

植物用于生态建设的想法。

学农的王召明知道，植物志上记

载的许多物种在现实中已经找不到了。于

是，他决定建设乡土植物的种质基因库。然

而，他的构想抛出后，却激起一片反对。管理

团队认为，对于刚起步的生态企业来说，要钱

没钱，要人没人，没有商业模式的种质就没有

意义。专家团队认为，种质收集是一件非常

艰难的任务，许多物种的结实期尚不清楚，而

且收集种质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为了保持

种质的活性，在储藏过程中还需不断进行新

的扩繁、新的更替。

面对不解，王召明耐心和团队沟通：“50

年后咱们在哪儿？估计有人不在了。50 年

后蒙草还在不？有人说不知道。那 50 年后

我们收集的植物、种子还在不？应该都在，也

还能种。我不图什么，要的就是为绿水青山

留下点咱自己的种子。”

确定共同目标后，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儿

往一处使。为了种质基因库，70 多岁的草原

监测研究院院长邢旗，7 天跑了 6000 公里，在

整个草原找成熟的羊草种子。30 岁的蒙草

公司藏草研究院院长赵韦，扎进西藏，在海拔

四五千米的地方一干就是 5 年，在雅鲁藏布

江边一点一点建起了西藏的资源圃、草种研

究体系。王召明也下矿坑、进沙漠、爬山坡，

找那些在大旱后还活着的、大冷天还绿着的、

能活好几年还不怕踩的花花草草，把种子采

回来。就这样一粒一粒积累，蒙草逐渐有了

自己的种业体系。“我们已经收集种质资源

4.2 万份、植物标本 10 万份、土壤样本 140 多

万份。”王召明说。

“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的工作一直没离开草原、草种。蒙草

一直坚持研究自己的特色草种，应用于大规

模草原生态修复、矿山荒废地治理等。我们

要为生态修复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王召

明说。

生态修复是一项复杂工程，分为草原、矿

山、荒漠、盐碱地等不同类型，这些类型在不

同的地区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我们在每个生

态破坏区都先建立研究

院。科研人员对当地的生态环

境、乡土植物进行系统性调研之后，再给出定

制式的解决方案。”说起生态修复，王召明有

自己的见解。

这些年，在王召明的带领下，蒙草先后

建成抗旱植物研究院、盐碱地改良研究院等

科研机构。在生态修复实践过程中，蒙草科

研团队走遍了祖国干旱、半干旱地区，采集

乡土植物种子、土壤资源，并把它们存入蒙

草 的 种 子 基 因 库 中 ， 其 中 不 乏 濒 危 种 质

资源。

“再齐全的基因库，如果不插上大数据的

翅膀，就是一个仓库而已。”王召明说，橘生淮

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由于土壤、

气候等数据出现了变量。只有开发水、土、

气、人、草、畜以及包括微生物在内的综合大

数据，才能推动生态精准修复。为此，王召明

带领蒙草修复团队，一直在科研技术创新、数

字化领域孜孜不倦地努力着。“要跳出传统农

业思维，建立各地的乡土种业数字化体系。

形象地说，坐在炕头就能管到地头，这就是种

业数字化一张网。”王召明对种业数字化发展

有着清醒的认识。

“呼和浩特城郊的敕勒川草原，曾经退

化成砂石遍地的荒滩。2012 年，蒙草通过

生态大数据平台，利用互联网、云计算、

物联网、空间遥感、全球定位等技术，结

合实地调研，制定了最适宜的技术措施和

植物配置方案，主要选择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植物品种和乡土植物品种，特别是应

用了抗旱、低碳的蒙草植物。”蒙草碳汇研

究院院长王君芳说，如今，敕勒川草原的

植物品种由修复前的 20 种增加到 50 种，重

现 了 “ 风 吹 草 低 见 牛 羊 ” 的 风 光 。 多 年

来，蒙草依靠技术集成、团队力量，修复

草原 3000 多万亩。

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生命共同体。着眼植物与

植物、植物与动物、动物与动

物、人与动植物包括微生

物的共生关系，蒙草还成

立了生命共同体研究院。

王 召 明 说 ， 在 呼 和 浩

特，蒙草生命共同

体研究院已为中

小学生物课堂

开 发 出 《 被

弹 射 的 种 子 》

《 蚯 蚓 的 故 事 》

《候鸟的故事》 等

11 则 小 故 事 ， 开 发

出 《绿野仙踪》《轮回

之 果》《动 物 森 友 会》

《我 在 蒙 草 修 地 球》 4 个 主 题 16 节

课程。

“这辈子我认定和草打交道”

蒙草的企业文化是“小草扎根”。“企业发

展难免遇到困难，这么多年，蒙草经历过很多

坎坷，我从未退缩，都挺过来了。”王召明的话

里透着坚韧。

2017 年，内蒙古东部草原遭遇雪灾，草

价飞涨。当时蒙草有 3 万吨牧草，有人说，这

次蒙草赚大发了。王召明却把 3 万吨牧草无

偿捐给 20 个旗县的 1.9 万户牧民。

一路走来，王召明获得的荣誉很多，但他

更看重蒙草扎赉诺尔矿山修复团队获得的

“草原英才”奖。

扎赉诺尔矿山从 1902 年开始持续开采，

形成一个矿坑面积达 500 公顷、总占地面积

1276 公顷的巨大坑口。团队经过勘测发现，

部分原始煤层长年累月自燃，土地早已无法

利用，植物也无法生长。此外，排土场松散堆

积，极易发生地质滑动。“大家把这些难题戏

称为‘火焰山’‘流沙河’与‘鹰愁涧’。”王君芳

笑着说。

蒙草修复团队因地制宜制定修复方案，

采用阶梯降坡、分层修复，利用原始地貌整理

坡面进行露天煤矿土地修复。“20 多人的矿

山修复团队在这里一待就是 5 年，他们把这

里变成了花果山，实现覆绿面积约 420 万平

方米，植物种类由最初的 10 多种增加到 70 多

种。看到他们给我传来的图片时，我的眼泪

一下子就流出来了。”王召明动情地说。

“我是牧民出身，这辈子我认定和草打交

道。把小草的事情做好，就是蒙草作出的最大

的贡献。”王召明说，一株小草虽不能长成参天

大树，却能覆盖大地。他会继续带领企业努力

扎根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生长，回馈大地。

作为“四大海产”之一的大黄鱼是我国

特有的海水鱼，福建、浙江、山东等地渔民均

有“黄鱼宴”的消费传统，沿海一带逐渐形成

独特的大黄鱼饮食文化。一度因为过度捕

捞，大黄鱼资源几近枯竭，市场价格跃升至

每公斤上千元，成为珍稀佳肴。不知道从什

么时候开始，大黄鱼又悄悄回到了寻常百姓

的餐桌，这一变化的出现离不开一个人——

福建省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原站长、农业

技术推广研究员刘家富。

刘家富坚守岗位 37 年，带领他的团队

克服经费匮乏、条件简陋等问题，首创大黄

鱼人工大规模繁养技术，为我国海水养殖业

发展和闽东沿海脱贫致富作出了贡献。

“基层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奔忙在

一线辛勤付出，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员，还有

很多方面做得不够，要不断努力做到更好。”

刘家富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等评为

2021 年中国“最美科技工作者”。他说自己

有个心愿，那就是朝着把大黄鱼产业建设成

为独具我国特色的精品渔业目标不懈努力。

1940 年，刘家富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

连江县苔菉镇的一个小渔村，年少时常随父

亲出海捕鱼。1971 年，从上海水产学院渔

业资源专业毕业的刘家富，被分配到福州市

连 江 县 水 产 技 术 推 广 站 ，从 事 渔 场 渔 情

工作。

面对几近枯竭的大黄鱼资源，刘家富萌

生了要做点什么的想法。他主动请求调往

管理官井洋产卵场的原宁德地区水产局工

作，为大黄鱼人工繁养技术研究做筹备。他

不仅深入古田县淡水苗种场学习“四大家

鱼”人工催产技术，还到访沿海垦区商品鱼

基地学习渔业高产养殖技术，并利用业余时

间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四处寻找机会向有关

部门建议立项试验。

1985 年春，在原福建省水产厅的支持

下，“大黄鱼人工育苗初试”项目终于立项研

究。拿到 1 万元经费，让刘家富和同事们兴

奋不已，浩大的大黄鱼人工增养殖研究工程

终于迈出第一步。

科学研究没有坦途。“试验中遇到的各

种困难太多了！我们曾在三沙海带育苗室

中临时建了 3 口小水泥池，将在官井洋产卵

场人工授精获得的受精卵运至那里，孵化并

培育出 7300 多尾全长 2 厘米多的鱼苗。但

这次培育出的鱼苗却患上了一种高度不饱

和脂肪酸的营养缺乏症，导致试验失败。”刘

家富说。

当时，水产科技界普遍认为大黄鱼作为

洄游性中下层海水鱼类，其人工繁殖技术难

度很大。有人劝刘家富不要白费力气，在这

条看不到希望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可刘家

富却不以为然，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引领着他

不断攻克难关。

1987 年，刘家富带领团队用 20 尾人工

培育的亲鱼进行人工催产试验，收集到 1 万

多粒受精卵，最终育出 100 多尾鱼苗，实现

了大黄鱼全人工繁育技术的突破。此后 3

年间，他们陆续完成了 100 多万尾大黄鱼批

量全人工育苗。

但由于前期试养总体生长慢，2 龄大黄

鱼平均重量不到 250 克。一些专家认为，

“大黄鱼养不大，无养殖开发前景”。但刘家

富 却 从 个 别 生 长 快 的 鱼 中 看 到 了 养 殖 潜

力。1991 年 3 月，他撰写报告提出，瞄准大

黄鱼养殖开发方向，要建立振兴闽东经济的

支柱产业。

“苦点累点都没什么，我什么都可以不

要，只要能继续我的研究。”这一次，刘家

富依然迎难而上。缺乏资金建实验用房与

生活用房，他就买来一艘报废的大船，既

当宿舍又当食堂；没有现成育苗池，他就

动手挖土坑、抹上薄薄的水泥浆，制作孵

化缸育苗；买不起塑料管，就砍

毛竹替代⋯⋯

就 是 在 这 样 艰 苦 的

条 件 下 ，刘 家 富 和

团队一同解决了养殖大黄鱼生长速

度慢的难题，确立了网箱和池塘

养殖技术与工艺。“我的背后

有广大渔民的支持，他们也

渴望通过大黄鱼养殖脱贫

致富。”刘家富说。

经过不懈努力，2020

年 ，宁 德 市 大 黄 鱼 养 殖

年 产 量 达 17.8 万 吨 ，占

全 国 80％ 以 上 ，曾 经 濒

临资源枯竭的大黄鱼已

成为海水养殖鱼类中产

量 最 高 的 品 种 与 八 大 优

势出口养殖水产品之一。

大黄鱼养殖产业还带动渔

机具制造、产品加工、休闲旅

游等相关行业发展，渔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如今，81 岁的刘

家富退而不休，仍担任大黄鱼育种国

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兼技术顾

问、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顾问

等职务，继续培养鱼类繁养技

术人才。

在众多企业和市场主体

中，王召明及其蒙草公司只

是一株“小草”。这株“小草”

看似平凡，却深深扎根、坚韧

生长并回馈社会。

“这辈子我认定和草打

交道”“要为生态修复做点实

实在在的事情”⋯⋯20 多年

来，王召明带领蒙草公司团

队专注生态修复事业，治理

荒漠化土地、矿山、盐碱地，

修复草原 3000 多万亩，都是

生 态 治 理 中 难 啃 的“ 硬 骨

头”。其间有许多坎坷，但他

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带领企业

挺了过来。

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像

王召明一样的企业家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他们像“小草”一样坚

韧生长，把企业发展同国家

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相

结合，在脱贫攻坚、生态保

护、乡村振兴等方面积极行

动 ，作 出 了 无 愧 于 时 代 的

贡献。

“小草”有多坚韧缘于根

扎得有多深。企业在发展过

程 中 难 免 会 遇 到 困 难 和 瓶

颈，比如，行业竞争日益激

烈、产品开发周期较长、人力

成本不断增加等。要想实现更大的发展，企业家必

须迎难而上，不断提升在危机中抢抓新机的能力与

水平，重视技术研发和投入，有效调动员工创造力，

推动技术创新，在困境中不断发展壮大，一步步把企

业打造成强大的创新主体。

有人说，市场是残酷的，企业家应以利润最大化

的“显绩”为目标，才能更好生存发展，像做生态治理

这样的“潜绩”，做多了划不来。事实上，有多大的胸

怀，才有多大的发展。企业家只有具备全局视野，不

囿于自身利益，切实履行责任，真诚回报社会，才能

得到社会认可。企业家的担当精神，犹如小草的根，

虽然不露出地面，却决定了小草的生命力有多强。

疾风知劲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我国经

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一大批像“小草”一样的企业

家要争做“劲草”，敢于担当、勇于创新、追求卓越，努

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担负起“探路者”“领跑者”的责

任与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