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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冷水鱼为啥这么火黑龙江冷水鱼为啥这么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维维马维维

大 雪 过 后 ，黑 龙 江

省的主要江河已经全线封冻。

最近，位于黑龙江下游的佳木斯市

抚远东极鱼市，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冬

季卖鱼高峰期。“这批鲟鳇鱼今天下单，最迟

明天就能‘飞’走！”在这个声名远扬的鱼类交易

集散地，商户们忙着直播卖鱼，前来选购的本地

市民也络绎不绝，伴随着人们口中呼出的阵阵

哈气，零下 20℃的市场显得格外热火朝天。

黑龙江流域的施氏鲟与达氏鳇，通常被人

们统一称作鲟鳇鱼。鲟鳇鱼，起源于亿万年前

的白垩纪时期，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是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

化石”，具有重要的科学、生态、社会、经济价

值。2021 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

野外种群达氏鳇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施氏鲟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生态养殖

在黑龙江上游的黑河市爱辉区，每到隆冬

时节，黑河华之宝鲟鱼有限公司黄旗营子网箱

养殖基地都会迎来销售高峰，购买新鲜鲟鳇鱼

的顾客络绎不绝。

“这点儿鱼都快卖完了，最忙时候一天卖

一二百条。”黄旗营子网箱养殖基地职工、黄旗

营子村村民于绵秀告诉记者，他这批卖的是在

黑龙江里养了近一年的鲟鳇鱼，因为黑龙江的

水质好，所以鱼肉口感好，买的人特别多。

成立于 2010 年的养殖基地位于黑河市爱

辉区坤河乡黄旗营子村，现有养殖网箱 600 个，

年养殖能力约 20 万公斤，养殖品种有杂交鲟、

施氏鲟、西伯利亚鲟、俄罗斯鲟、匙吻鲟等鱼种，

预计春节前夕就能售罄。

鲟鳇鱼味美天然、营养价值高，吸引了不少

周边客户预订抢购，市场前景广阔。鲟鱼养殖

基地效益好了，村里的百姓收益就有了保障，在

家门口就能就业，实现了增收顾家两不误。黄

旗营子村村民李树军自从在养殖基地打工，每

年的收入就增加了近 5 万元。

但是，鲟鳇鱼的养殖也不是件容易事儿。

主要生存在黑龙江流域的鲟鳇鱼是冷水

鱼，它们的生存条件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据

黑龙江省鲟鳇鱼保护协会会长李国志介绍，人

工环境下鲟鳇鱼的生长水温要保持在 20℃左

右，冬天水温保持在 2℃至 4℃且水面不可结

冰，同时还要保证以生态饲料进行天然牧养。

“黑龙江的自然条件有利于鲟鳇鱼实现性成熟，

也更适合鲟鳇鱼的生存与繁衍。”李国志说。

不只是温度，还有水质、水溶氧量、氨氮含

量等参数，都是鲟鳇鱼生存必不可少的指标，更

重要的是，鲟鳇鱼需要流水养殖且水质清新无

污染。正是黑龙江的水环境治理，成就了鲟鳇

鱼养殖产业的不断扩大。佳木斯市水务局副局

长冷纪国介绍：“我们在黑龙江流域综合施治，

比 如

四级河湖

长加强巡河检

查频次，整治入河排

污口，提高流域畜禽粪便

资源化利用率，还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

方案》等，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

黑龙江佳木斯段水质稳定达到Ⅲ类，从而保护

和改善了鲟鳇鱼的生存环境。”

保护增殖

今年 7 月，黑河市逊克县在黑龙江畔举行

了鲟鳇鱼增殖放流活动。这次放流的 16.7 万尾

鲟鳇鱼苗来自黑龙江省水生动物资源养护中心

逊克濒危鱼类救护基地，经过 50 多天的精心培

育，达到放流标准。近年来，该中心已经向黑龙

江干流放流鲟鳇鱼超 230 万尾。

8 月份，一年一度的鲟鳇鱼增殖放流活动也

如期在抚远、哈尔滨等地分别举行，约 35 万尾鲟

鳇鱼苗被送归黑龙江、松花江。李国志介绍，这

些鱼苗全部由抚远东龙鲟业无偿提供，是今年

5 月份由水产科研人员人工孵化而成，经过 3 个

多月的精心培育，鱼苗长到 10厘米至 15厘米。

“鲟鳇鱼增殖放流是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

重要举措，对逐步增加鲟鳇鱼野生种群数量有

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之一、黑龙江省个体劳

动者协会的吴景林表示，希望通过鲟鳇鱼保护，

引起全社会共同关注水生生物养护及其栖息地

的保护。

人工增殖放流一直是推动渔业资源恢复，

保持水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放流鲟鳇鱼

苗，对有效恢复黑龙江鲟鳇鱼资源、加快水生生

物资源修复、推进渔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

不过，在上个世纪，黑龙江的鲟鳇鱼可没有

这般好的待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

染以及水土流失等原因，黑龙江流域鲟鳇鱼资

源急剧减少，鲟鳇鱼自然分布水域变得相当狭

窄，鲟鳇鱼资源濒临枯竭。后来，国际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贸易公约将其列为濒危物种。资料显

示，鲟鳇鱼性成熟晚、生殖周期长，雌鱼初始成

熟年龄在 16 年至 20 年，雄鱼在 12 年以上，后代

群体补充慢，因此其野生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很

难恢复。

为有效修复野外鲟鳇鱼种群资源，自 2001

年开始，黑龙江省便持续开展

鲟鳇鱼苗增殖放流活动，涵盖黑龙江、松花江和

乌苏里江等自然分布区域。2009 年起，黑龙江

又全面禁止鲟鳇鱼商业捕捞活动，不断加大渔

政执法管理力度，加强对资源产地、驯养繁殖基

地、集贸市场、饭店餐馆和运输环节的监督检查

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捉、走私、加工、贩卖水生

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

黑龙江省还不断加强对鲟鳇鱼栖息地的生

态环境保护，目前已在黑龙江水域划定 11 处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面积超

5.2 万公顷，建立了黑龙江抚远段鲟鳇鱼和同江

段达氏鳇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划定保

护区生态红线，为野生鲟鳇鱼营造良好栖息地。

产业兴旺

鲟鳇鱼全身都是宝：胃、唇、骨、鳔、籽是烹

制名菜的上等原料；鱼皮是制作高档皮革制品

的好原料，可与鳄鱼皮媲美；赫赫有名的鱼子酱

就来自其卵，经济价值极高，有“黑珍珠”的美

誉，不同鲟鳇鱼品种的鱼子酱出口价格每千克

高达 230 美元至 1600 美元不等。

黑河华之宝鲟鱼养殖基地是黑龙江省内最

大的鲟鱼养殖基地与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依托

黑龙江优质水体，养殖出的鲟鳇鱼无泥腥味、肉

质鲜美、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鲟鳇鱼

及衍生产品一年四季畅销国内外。黑河华之宝

鲟鱼有限公司董事长时煜来告诉记者：“我们还

将把黑龙江的三花五罗、名贵鱼种都拿到网箱

里来养，补充禁渔期市场没有鱼吃的空白。”

产量上来了、销路打开了，但鲜鱼、冻鱼只

是冷水鱼产业的低端产品。为延长产业链，提

高冷水鱼价值，抚远市积极培育有实力的公司

开发高端产品，抢占鱼产品高端市场。

来到抚远市鲟鳇鱼繁育养殖有限公司鲟鳇

鱼繁育车间，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进行人工

活体取卵，为北京的一家养殖场繁育鲟鳇鱼

苗。这条 50 多斤的鲟鳇鱼通过繁育鱼苗的方

式，可获得 3 万多元的收入，一条鱼就可卖出

100 多条鲜鱼的价值。抚远利用冷水鱼原种

的优势，积极发展冷水鱼种业，让产自抚远的

优 质 冷 水 鱼 鱼 苗 游 向 全 国 ，丰 富 当 地 百 姓

餐桌。

在发展冷水鱼种业的同时，抚远市鲟鳇鱼

生产企业还积极扩大规模，进行鱼产品精深加

工。世界顶级食材鱼子酱，保健品、护肤品、休

闲食品等系列衍生品，从“中国鲟鳇鱼之乡”走

上了国际餐桌。“我们今年增加了 135 亩养殖水

面，计划明年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李国志告

诉记者，企业还在谋划新建数字化设施渔业项

目，并帮助农民建起家庭渔场，走上可持续发展

的乡村振兴致富路。

走进抚远市鱼产品销售商店，一盒盒包装

精美的熏鱼、鱼子酱、风味鱼柳、鱼罐头等产品

琳琅满目。一批以鲟鳇鱼等鱼品深加工为主的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注册的企业达到

100 家左右。在抚远淡水鱼博物馆，馆内收藏

展示黑龙江水系特产的施氏鲟鱼、达氏鳇鱼、中

国大马哈鱼等重要经济鱼种的标本达 80 多个，

也成为抚远市一个特色旅游景点。

12 月 16 日，“2022 黑龙江冷水鱼·冬捕季”

新闻发布会召开，拉开了黑龙江省冷水渔业振

兴的大幕，以鲟鳇鱼为代表的黑龙江冷水鱼产

业，已形成了繁育、养殖、研发、加工的全产业链

条。冷水鱼系列产品正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销

售模式，打开国内外两个市场。

乐见动物园触网上云

万

政

近期，南京一家动

物园的“云认养”尝试走

红网络，上线的动物们

凭借个性俏皮的“自我

介绍”引得众多好评，也

为动物园行业在当前情

势下打开局面、探索转

型升级提供了一条可以

借鉴的道路。

事实上，南京的“云

认养”并不是独一份，国

内多家动物园都在试水

“触网”转型，只是并没

有形成成熟稳定的经营

模式，还存在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云认养”

为动物园打响了解开经

营困境的“第一枪”，但

想 要 把 这 条 路 走 稳 走

好，还需要投入更多精

力 ，做 好 打 持 久 战 的

准备。

更好满足动物“养

父母”多元化的需要，是

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翻阅一些动物园的价目

表，动物的认养费用在

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这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

销。如何让认养人感到

物有所值是经营者要解

决的问题，比如增加成

长动态的更新、在合理

合法的范围内组织定期

直播、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组织线下互动，甚

至量身定制认养计划，都不失为可以尝试的方式。

此外，针对一些网友质疑的认养费用流向不

明等问题，经营者都要妥善对待、及时回应，探索

建立公开账目表，让认养人了解自己的钱都花在

哪儿了，保证资金落到实处，这样不仅能避免猜

忌，还能与认养人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增强用户

黏性。同时，经营者还要更加主动地维护认养人

的知情权等权益，防止认养人产生“花了钱还被冷

落”的误会。

最后，不能单纯地从“生意”角度看待这一新

鲜事物，应寻找“云认养”更为关键的内核。现代

动物园最重要的是其公益属性，国际社会普遍认

为，“动物保护与自然教育中心”是动物园的未来

发展方向和目标。“云认养”活动可以作为一个窗

口与抓手，通过了解动物进而增强对生命的理解，

对于自然的敬畏，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认知，

通过欣赏、了解、关心进而转化为保护力量和行动，

赋予“云认养”更强的生命力与可持续发展潜力。

动物园“触网”只是开始，就像许多传统行业

一样，数字化不仅带来了机遇，也有不小的挑战。

动物园拥抱互联网不仅要上“云”更要上心，在数

字化进程中找出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才是转型

成功的关键。

昔 日 煤 城 变 绿 都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一到夏季，这里水面碧波荡漾，荷花竞相

开放，花草千姿百态，绿植郁郁葱葱，非常漂

亮。”12 月 8 日，站在薛河湿地景区小魏河片

区，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官桥镇党委书记丁加

水向记者介绍。虽处冬季，草木凋零，但串联

成片的湿地、清澈的水面、茂密的树木，仍然让

人流连忘返。

城在林中，如今的枣庄已成为一座山水生

态之城。可谁知道，这座一度作为重要能源供

应地而被称为“煤城”的地方，以前曾因为煤

炭、建材、造纸等特殊的产业结构和资源开

采，造成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历史上，市内 7 条主要河流水质一度

全部为劣 V 类。”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刘

品说。

位于枣庄市东北 20 公里处的抱犊

崮，森林覆盖率达 96.8%。伫立崮顶极

目远眺，巍峨壮丽，柏苍松郁。这座美

丽的“森林氧吧”，就是枣庄守护青

山、筑牢绿色屏障的一个缩影。

枣庄市投入破损山体修复治

理资金 6.44 亿元，实施修复治理

项目 76 个，面积达 2000 余公顷。同时，大力整

治和规范山石资源开发，先后关闭 82 家“小、

散、乱”山石开采矿山。

“这是我第二次来枣庄峄城区了，这一次

感受最深的是破损裸露的山体披上了绿装。”

12 月 9 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游客李子

佳重回冠世榴园生态文化旅游区，看到的是已

经修复完成的山体。李子佳所说的破损裸露

的山体与冠世榴园景区南大门相距仅 680 米，

一度对往来游客造成了视觉污染。为恢复这

里的生态环境，峄城区投资 1650 万元，启动了

破损山体生态修复项目，采取削坡续坡、渣石

清理、覆土绿化等治理措施，恢复林地 180 余

亩，植树 9800 多棵。

“我们积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破损山体修复治

理体系，近年来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21

个，修复破损面积约 2200 余亩。”峄城区委书记

张熙滨说。

站在山亭东江大桥观景平台上远望，水面

壮阔、波光粼粼，山清水秀的风景令人心旷神

怡。这里就是枣庄新晋网红打卡地——庄里

水库。这座总投资 41.82 亿元的水库，自去年

底通过竣工验收后，防洪、生态、供水、发电的

综合效益逐步显现，为枣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枣庄市拥有大小河流近 300 条、湿地面积

23.8 万亩，成功创建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 13

条（段）。在枣庄市薛城区蟠龙河畔，只见碧波

荡漾，白鹭翱翔，库坝相依，桥涵矗立。“现在的

蟠龙河经过治理，水清、树绿、鸟飞翔，到河边

走走看看，心情都跟着好起来，比起以前的脏、

乱、臭，变化真是太大了。”在蟠龙河畔常庄街

道居住了 40 多年的王雷，谈起蟠龙河的变化，

有着说不尽的喜悦。

今年，枣庄市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为

抓手，大力实施“规模建绿、均衡布绿、见缝插

绿、垂直挂绿”四大工程，全面打造“一城山水

满 城 绿 ，满 城 园 林 一 城 景 ”的 绿 色 山 水 园 林

城。截至 8 月底，全市完成植树造林 17622 亩、

荒山彩化 7360 亩、生态廊道 120 公里、湿地修

复 1850 亩、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232.4 万亩、城区

绿化节点建设提升 91 处、省市界域节点改造提

升 37 处、城区内绿道（绿廊）建设提升 76.95 公

里、城市立体绿化 9.46 万平方米。

在繁忙的市中区光明路转盘路口，夏季葱

郁、冬季劲翠的口袋公园“留园”，通过透水混

凝土园路，串联起多处园林小品和休憩设施，

绿植高低错落，花儿朵朵含香，让每一个路过

的行人都能感受绿意盎然的景色。

“这些随处可见的小公园，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了诗意，幸福感满满。”市民朱颖说。

目前，枣庄城市建成区基本实现绿满全

城、树满路旁，城市居民可以出门见绿。

通过大力护山治水兴林育田，枣庄市生态

环境日益改善。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市 9 个国、

省控断面水体优良比率达到 100%，3 个达到地

表水Ⅱ类标准，6 个达到Ⅲ类标准，国控断面水

环境质量指数列全省第 3 位。截至 11 月 30 日，

PM2.5 改 善 率 为 9.5%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为

67.4%，优良天数为 225 天。

现在，蓝天碧水净土成为枣庄市环境新

常态，昔日“煤城”脱胎换骨，变成今天美丽的

“绿城”，先后获得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国 家 节 水 型 城 市 等 荣 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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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图 黑龙江中鲟鳇鱼养殖基地的网箱黑龙江中鲟鳇鱼养殖基地的网箱。。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渔民从黑龙江中打捞渔民从黑龙江中打捞的鲟鳇鱼的鲟鳇鱼。。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下图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东湖公园全

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