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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表上标注了 0 泡打粉、0 蔗糖，这个产

品好啊，就像自己家里做的一样。”6 月 19 日，在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家惠超市里，杂粮花

卷、杂粮馒头、大黄米油炸糕等各类产品摆满了

冷柜，70 多岁的市民杨佳敏仔细查看着包装上的

配料表，最终选择了“在旗”品牌无添加剂的杂粮

豆包和栗丁红枣窝头。“常食五谷杂粮，得来身体

健康。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最注重食品健康、绿

色。”杨佳敏告诉记者。

“‘在旗’牌杂粮产品在我们超市卖得特别

好，一个月能卖出 1000 多袋。”家惠超市的销售员

刘真美告诉记者，在各类产品中，顾客最喜欢购

买无糖的大包装产品，健康且实惠，而大黄米汤

圆 、粽 子 、黏 豆 包 等 产 品 则 在 相 应 年 节 时 供 不

应求。

如此受当地人青睐的杂粮主食出自秦皇岛

市 青 龙 满 族 自 治 县 双 合 盛 生 态 农 产 品 有 限 公

司。该公司董事长张胜利告诉记者，企业经过

近 10 年的发展，如今已研发出了栗丁窝头、杂

粮豆包、发糕等数十种产品，日生产 100 吨杂粮

主食。企业能够做大做强，成功秘诀在于真材

实 料 加 现 代 工 艺 装 备 两 个 方 面 。 所 有 杂 粮 产

品，全部采用有着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之名的

青 龙 本 地 产 无 公 害 杂 粮 作 为 原 料 。 这 里 海 拔

高 、昼 夜 温 差 大 ，种 出 的 杂 粮 品 质 更 优 越 。 目

前，企业销售收入以年均 30%以上的速度增长，

今 年 预 计 可 望 过 亿 元 。 产 品 畅 销 国 内 外 数 十

个地区，并入选北京 2022 年冬奥村（冬残奥村）

传统美食。

在青龙县，依靠天然食材优势快速占领市场

的企业远非双合盛一家。其中，河北嘉荣食品公

司就是看中青龙的杂粮品质而从外地迁入该县

肖营子镇的企业。据该公司负责人王连柱介绍，

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主要加工甜玉米罐头、玉

米羹、红腰豆等产品。2018 年建厂，次年投入生

产，仅两年时间就建成了 3 万多亩原料基地，引入

了 5 个甜玉米优良品种，并形成了年加工 3200 吨

玉米、100 吨红腰豆的生产能力。目前，该企业产

品不仅进入了京东 7 鲜、牛街清真、华联高端等多

个国内大中城市的超市，而且还远销国外，年销售

收入达到 1800万元。

“幼小离家还乡少，儿时记忆心间绕，黄米

细 面 裹 豆 沙 ，就 好 那 口 黏 豆 包 。”北 京 市 民 李

岩 表 示 ，他 非 常 喜 欢 青 龙 的 杂 粮 主 食 ，隔 一 周

就得上超市购买一次，每次把冻得硬硬的黏豆

包 、黄 馍 馍 等 杂 粮 隔 水 蒸 上 几 分 钟 ，那 热 气 腾

腾 的 美 食 就 出 锅 了 ，很 有 儿 时 追 求 美 食 的 感

觉。48 岁的李岩注重减脂减重，她说，即使杂

粮 价 格 更 高 些 ，她 也 愿 意 吃 出 健 康 、吃 出

苗条。

随着人们对杂粮食品消费的逐年增加，各地

客商也慕名来到青龙洽谈合作事宜。“原材料都

是本地产的吗？不添加泡打粉是怎么做到松软

可口的？”6 月 14 日，专程从香港赶来考察的客商

黄锡明饶有兴致地询问着双合盛公司的原料产

地、制作工艺以及获得了哪些国际认证等信息，

以谋求合作，参与国际市场开发。当了解到双合

盛、嘉荣等公司生产的产品从原料到加工都始终

坚持“真材实料+绿色加工”的生产理念，并通过

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22000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以及美国 FDA 等多个国内国际体系认证

时，黄锡明非常感兴趣，表示将会与青龙的企业

进一步研究合作模式，把优质的杂粮产品带入更

广阔的国际市场。

“ 健 康 食 品 、绿 色 食 品 在 国 际 上 都 属 于 高

端产品，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青龙县宣传部长

刘颖表示：“发展优质杂粮品种，打造特色食品

产业链条，是我们县乡村振兴的一项举措。”目

前，该县正按照“规模化、集约化、融合化”发展

思路，在选准一个好产业、打造一个好龙头、培

育 一 个 好 市 场 、创 新 一 个 好 机 制 、形 成 一 个 好

链条等“5 个好”上下功夫，发展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 58 家，牵头创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9 个，串起了上下游 29 家企业、54 家合作社，带

动了 8.95 万农户参与经营。截至目前，全县共

获 得 绿 色 食 品 认 证 9 个 ，认 证 产 量 达 6640 吨 ，

这 就 等 于 在 农 户 与 消 费 市 场 之 间 架 起 了 一 座

稳固的桥梁，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

利双赢。

2022年 7月 7日 星期四10 消 费

“只要吃鱼，第一时间就想到咱们当地的

大白鱼。它既是餐桌上的一道佳肴，也是亲朋

好友间礼尚往来的独特礼品。”黑龙江省鸡西

市市民王路璐告诉记者。

兴凯湖是中俄边界最大的淡水界湖，水域

面积 4380 平方公里，其中 1240 平方公里在黑

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境内。当地的人们喜欢吃

家乡特产大白鱼；到兴凯湖来旅游的人们，除

了欣赏优美如画的自然风景，也一定会尝尝兴

凯湖大白鱼。

大白鱼是兴凯湖鼎鼎有名的特产。兴凯

湖水质清新、无污染、饵料资源丰富，使得这里

出产的大白鱼体色银白、肉质细嫩、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颇受消费者青睐。

生态养殖

6 月 6 日，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白鱼

湾镇湖沿村兴凯湖畔，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向

兴凯湖内投放了 160 万尾鱼苗，其中有 20 万尾

兴凯湖大白鱼鱼苗。这是当地第 17 年投放大

白鱼鱼苗。

“兴凯湖大白鱼以大中型水面生态养殖为

主，主要分布在鸡西市下辖的密山、虎林、鸡东

的几个水库。”鸡西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办

工作人员孙益隆告诉记者，鸡西市从 1997 年

开始探索人工养殖兴凯湖大白鱼，到 2021 年

末，养殖面积达到 18 万亩，产量 265 吨，按照每

斤销售价格 100 元计算，可实现年产值 5300 万

元，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型鱼种。

今年投放的鱼苗，来自兴凯湖畔的黑龙

江农垦震达兴凯湖大白鱼研究所。这家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是鸡西市集大白鱼研究、推

广、养殖和销售为一体的民营科技型龙头企

业，拥有科研养殖水面 2900 亩，年产大白鱼

160 吨。

走进公司的繁育基地，道路的一侧摆放着

20 余个特制的孵化器，在孵化期，成千上万条

小鱼苗从这里开始培育；向前走，十几个池塘

连成一片，从 1 厘米长的鱼苗到 3 斤重的成鱼，

按照不同生长阶段在这里喂养；而在车间里，

则有十几个水池，方池育幼鱼，圆池为大白鱼

的催产环道⋯⋯

在一个水塘前，公司负责人张晓光打开

了自动喂食机，饵料被投喂到水中，随着大白

鱼的进食，水面上泛起阵阵涟漪。张晓光告

诉记者：“现在我们完成了兴凯湖大白鱼从野

生到全人工养殖的全部技术，无论是在池塘、

大水面、网箱、围网、围栏，还是工厂化养殖都

没问题。”

大白鱼的生态养殖并不容易实现。张晓

光告诉记者，他们的团队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

题。“这个繁育基地平均每年向兴凯湖投放 20

万尾 8 厘米以上的鱼苗，已经连续投放 7 年，最

早投放的鱼苗，现在已经长到 7 斤至 10 斤。”张

晓光说，“我们计划在黑龙江建 7 个养殖示范

场，现在已经建了 3 个，还和吉林、辽宁建立了

合作关系。目前在我们的池塘里有大白鱼第

一代原种亲鱼 1 万组，池塘深 3.5 米，它们在这

里就如同居住在兴凯湖，环境相似，并能够安

然越冬。”

消费拉动

“孩子就要放暑假了，我们打算带他回趟

黑龙江老家，再带他到兴凯湖去玩玩，一来避

暑，二来看看兴凯湖的美景，顺便尝尝兴凯湖

大白鱼。”北京市丰台区居民张颖告诉记者。

守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大白鱼美味，湖沿

村这几年发展得正起劲儿。进入湖沿村，道路

两旁的各种鱼馆、农家乐连成片，现在已经变

成了旅游一条街。

湖沿村是白鱼湾镇东南部的一个小渔村，

过去主要以粮食种植和渔业捕捞为主。近些

年，湖沿村紧紧依托兴凯湖的生态旅游和美食

优势，大力发展农家游、风光游、田园游等品

牌。在旅游街上，一个个写着“巧嫂农家游”红

色招牌的鱼馆十分醒目。这是湖沿村重点打

造的农家乐品牌之一。

随着即将到来的旅游和吃鱼旺季，各家鱼

馆都陆陆续续开始了准备工作。“这段时间因

为禁渔，所以我们这儿没有客人，也没有正式

营业。每年一到旅游旺季，我们这儿的鱼馆就

几乎天天爆满，有时还要提前几天才能订到位

置。”鱼馆的经营者们告诉记者，暑期来兴凯湖

避暑旅游的人很多，“一年的收入能有 20 多万

元，今年估计也差不了。”

不过，即使是在湖沿村，兴凯湖大白鱼也

不是随时都能吃到的。

几十年前，由于大白鱼数量锐减，导致兴

凯湖大白鱼在市场上“一尾难求”，鲜活的兴凯

湖大白鱼难得一见，价格更是贵得离谱。为促

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我国从 1952 年开始，规定

每年 6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为兴凯湖的禁渔期，

时长 45 天。

禁渔期间，由鸡西市委边防办牵头组织各

涉边单位加强渔政执法，维护渔业生产秩序。

一方面将网目尺寸和幼鱼比例作为执法重点，

促 进 渔 具 规 范 化 管 理 ；另 一 方 面 在 兴 凯 湖

97 公里长的湖岸上安装了高清卫星监控系

统，对渔船作业水域进行监控。

在禁渔期内，渔民要签订承诺书，实行船

上岸、人回家、网入库、船机分离等行之有效的

措施。“我们在兴凯湖一线 24 小时驻点执勤，

采取车巡、步巡、重点部位蹲守等方式，禁止任

何单位和个人的捕捞活动。”黑龙江边检总站

鸡西边境管理支队白鱼湾边境派出所政治教

导员郑成金告诉记者，禁渔期的设置对修复和

增殖公共水域渔业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发挥

了重要作用，也为兴凯湖大白鱼产业的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产业兴旺

在兴凯湖周边，当地人的大白鱼烹制方式

一般是直接用湖水清炖，加入盐、胡椒粉调味

即可，炖出来的汤汁色白如乳，鲜浓无比。

随着来兴凯湖的游客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口味要求增多，大白鱼的烹制方式也多出了许

多花样，香煎、冷熏、红烧、软炸、鱼头煲、鱼肉

滑⋯⋯“在湖边吃清炖大白鱼才好吃，鲜！平

时在家里，我最喜欢的是煲汤，孩子更喜欢吃

软炸大白鱼。”在哈尔滨一家“大白鱼专营”餐

厅，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哈尔滨市民张

力告诉记者。

尽 管 通 过 人 工 繁 育 兴 凯 湖 大 白 鱼 可 以

提供比过去更多的产量，但大白鱼在市场上

依然供不应求，价格也不低。“公司售价每斤

超过 100 元，到了星级饭店肯定会更贵。目

前在哈尔滨，所有的三星级饭店活的大白鱼

都 是 我 们 公 司 供 应 的 。”张 晓 光 说 ，除 此 之

外，公司还开发了香煎白鱼、香酥鱼等多种

真空包装的零食类产品，“一方面丰富产品

种类，能够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也

为不能到兴凯湖边品尝大白鱼的消费者提

供一种选择。”

为加快渔业转型升级，促进大白鱼产业高

质量发展，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编制了

《黑龙江省“十四五”渔业发展规划》，其中明确

提出深度开发利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的种质资源，加快提升包括兴凯湖大白鱼在

内的鱼类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鸡西市也

印发了《兴凯湖大白鱼养殖发展规划（2021—

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全市特色渔业发展

取得明显进展，兴凯湖大白鱼等优质特色水产

品比重和品牌市场认可度进一步提升，渔业资

源养护成效显现。

据 了 解 ，鸡 西 市 将 构 建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

将水产品加工业作为发展渔业的优先产业，

着力扶持发展水产品预制菜肴、即食产品、

方便休闲食品等精深加工。鸡西市农业农

村局负责人表示：“我们还要加快提升从池

塘到餐桌的水产品全冷链物流体系效率，加

强产销对接和品牌建设，推进产地市场与超

市、社区、学校、餐饮企业等消费端对接，将

兴凯湖大白鱼打造成鸡西市乃至黑龙江渔

业的一张名片。”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马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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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的时间，兴凯湖大白

鱼捕中有护、由少到多，既有当

地政策扶持的因素，更离不开当

地老百姓认识的提高：做好大白

鱼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

关键。

虽然兴凯湖大白鱼已是当

地家喻户晓的特产，在全国市场

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必须承

认的是，大白鱼产业不大不强的

问题依然存在：养殖基础设施建

设与设备配备水平不高，渔业专

业合作社数量偏少，带动力强的

龙头企业不多，渔政执法和保护

等关键环节任务艰巨，产业整体

质 量 效 益 和 竞 争 力 受 到 制 约

等。要做好大白鱼产业，确实需

要不断下大力气。

夯实生产基础，保障大白鱼

供给。做大做强大白鱼产业，产

量的稳定是基础。在大白鱼养

殖上，既要稳定现有养殖面积，

也要科学拓展养殖新空间；既要

加快发展生态养殖模式，也要探

索总结出适合大白鱼越冬的养

殖方式；既要加强繁育的基础设

施建设，也要提高产出率、资源

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创新驱动发展，提升质量效

益。目前，兴凯湖大白鱼产业的

科技含量仍有待提高，相关部门

可以整合渔业优势科技资源，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技术推广机构联合组建创新研发平

台，形成创新合力。也可加强渔业产业园区和水产技术

推广队伍建设，发展智慧渔业，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大

白鱼的生产、管理、经营、加工等各环节的转化应用。

探索经营方式，提高组织化程度。大力培育专业大

户、家庭渔场、渔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协会等新型渔业

经营主体，并推动他们在渔业产业链各方面加强合作，

建立分工合理、上下游畅通、利益紧密联结的渔业产业

链、供应链。不妨探索推进诸如“龙头企业+基地+渔户”

“协会+合作社+渔户”等发展模式，实现抱团发展。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全产业链发展水平。一方

面，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发展大白鱼精深加工，形

成稳定的生产链、供应链；另一方面，加强产销对接和品

牌建设，线上线下同步拓展市场，加大宣传营销力度，提

升大白鱼的品牌溢价能力。另外，注意发挥兴凯湖自然

景观资源优势，将生态旅游与大白鱼产业发展紧密结

合，提高大白鱼产业发展质量，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

高品位的消费产品。

黑龙江兴凯湖大白鱼 2021年实现产值 5300万元——

特 色 水 产特 色 水 产““ 游游 ””上 餐 桌上 餐 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维维马维维

每年暑期都会有很多人到黑龙江兴每年暑期都会有很多人到黑龙江兴

凯湖旅游凯湖旅游，，图为兴凯湖风光图为兴凯湖风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维维马维维摄摄

图为在兴凯湖中捕捞起的人工养殖大图为在兴凯湖中捕捞起的人工养殖大

白鱼白鱼。。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图为““在旗在旗””牌紫薯面窝头生产线牌紫薯面窝头生产线。。

张张 辰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曾经曾经，，就是居住在黑龙江兴凯湖畔的人也很难吃到大白鱼就是居住在黑龙江兴凯湖畔的人也很难吃到大白鱼。。现在现在，，大白鱼大白鱼““游游””上了餐桌上了餐桌，，成为人人都成为人人都

可享用的大众美食可享用的大众美食。。在兴凯湖畔在兴凯湖畔，，路两旁全是各种鱼馆路两旁全是各种鱼馆、、民宿民宿，，禁渔期过后禁渔期过后，，这里即将迎来新一波的食客这里即将迎来新一波的食客

潮潮。。当地人也从原来主要依靠捕鱼为生当地人也从原来主要依靠捕鱼为生，，变为现在发展休闲渔业变为现在发展休闲渔业，，吃上了渔业饭吃上了渔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