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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还需加把劲
黄安胜 阮晓菁

经过 30多年发展，我国大黄鱼养殖年总产量

超过 25 万吨。大黄鱼产业长期效益总体趋好，具

备高质量发展基础，但短期内还存在生产方式粗

放、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大而不强不优等问题。

首先，要大力推进种业创新工程。种质优良

是养殖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条件。大黄鱼种

业在高质高产抗病抗逆等优良性状良种扩繁推

广、配套养殖“良法”优化等方面能力不足，成为

产业提质增效的最大瓶颈。要把种业创新摆在

大黄鱼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位置，从源头上确

保种质安全。整合全国科研力量和经济实体，大

力推动建设“高校+科研院所+大黄鱼遗传育种

中心+大黄鱼国家级原良种场+龙头企业”的大

黄鱼育种技术创新体系和“育繁推一体化”体系，

培育高质高产抗病抗逆的新品种，推动良种和良

法配套创新。通过政府推广和市场择优提高良

种覆盖率。

其次，要加快转变养殖发展方式。以网箱养

殖为基础的养殖方式比较传统粗放，同时还存在

养殖户违规用药和药残超标等情况。要从规划、

引导、监管、扶持、培训、指导和研发等多方面推

动传统养殖业转型升级，加大养殖综合整治力

度，推进科学、规范和精准管理。推动近海“铁杉

板+塑料泡沫”升级为塑胶渔排的养殖方式，顺

势发展深水网箱、深远海养殖等养殖模式。

“以防为主”防治病害，综合谋划海域选

择、网箱布局、放养密度、苗种质量、

饵料投喂及日常管理。推广精准

用药，从源头上杜绝滥用药物现象。

再次，要进一步拓展养殖空间。港口开发、

旅游发展、建设用地扩张等不断挤压养殖水域空

间。同时，长期盲目发展，以及深远海养殖空间

开发不足等原因使养殖密度越来越大，病原种类

越来越多，致使养殖海区病害频发。要优化近海

养殖空间布局和改善水环境。加快探索推进深

远海养殖模式，拓宽养殖海域，还原大黄鱼自然

生长环境，提高“仿野生鱼”比例，促使产品品质及

养殖业态两方面均实现提质增效。引入海上大

型新能源企业联合发展“渔旅新能源”融合产业，

发展深远海养殖新模式，推动全国性增殖放流。

最后，要构建大黄鱼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

大黄鱼以冰鲜鱼销售为主，加工率不高，深加工

率更低，产品附加值低、同质化严重、低质竞争激

烈。同时，大黄鱼养殖产业配套的餐饮、旅游、文

化、深加工等延伸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和品牌，渔

文旅融合也处于起步阶段。要以大黄鱼全产业

链标准化建设为切入点，促进大黄鱼种苗、餐饮、

旅游、文化、深加工、物流、设备、饲料饵料及病害

防治等关联产业形成规模效益和品牌效应，推动

渔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大力推进“互联网+产

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大黄鱼全产业链改

造升级。加快推动冷链物流运输高质量发展和

可追溯机制建设，激活生鲜电商。鼓励发展大黄

鱼精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提升鲜鱼供求调

节能力、降低市场波动风险。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

“游”回餐桌的这条鱼不简单
——福建宁德大黄鱼产业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大黄鱼是我国特有的

地方性海水鱼类，也是我国养

殖规模最大和产量最大的海水鱼类，曾居

我国海洋“四大渔业”之首。福建宁德素有

“中国大黄鱼之乡”“中国大黄鱼之都”等称号。

2022 年，宁德市大黄鱼产量 19.47 万吨，占

全国养殖总量的 80%以上，产值为 88.75 亿元，全

产业链产值超百亿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每 10

条大黄鱼就有 8 条来自宁德。宁德大黄鱼产业

已形成由苗种繁育、人工养殖、加工销售、渔药饲

料、渔机网具、仓储物流及旅游餐饮等组成的完

整产业链，在福建乃至全国海水养殖中占据十分

重要的地位。

从濒临枯竭到如今享誉全国、游向世界，宁

德大黄鱼产业走过了怎样的历程？是怎样逐步

发展起来的？如何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攻关育苗关键技术

大黄鱼通体色泽亮黄如金，被赋予了富贵吉

祥的东方美学色彩，获得“国鱼”美誉。《中国农业

百科全书·渔业卷》中就有描述：“大黄鱼体金黄、

唇橘红象征富贵吉祥；肉细嫩、色洁白、味鲜美、

富营养而成华人传统美食，素称‘国鱼’。其捕捞

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今年 4 月底，在宁德三都澳东冲口海域，宁

德泩泩渔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人员向三都镇渔

民交付了 330 万尾大黄鱼鱼苗。这些身长 6.3 厘

米左右的鱼苗将投放在三都澳环湾海域。明年

这时候，鱼苗就能长成每条半斤左右的大黄鱼，

预计给渔民带来收入 1400 多万元。30 多年前濒

临灭绝的大黄鱼，已摇身变为闽东沿海群众脱贫

致富的重要支撑。这背后的“第一大功臣”是人

工育苗技术。

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大黄鱼年平均捕捞量

约为 12 万吨。然而，过度捕捞和粗放的作业方

式等导致东海大黄鱼资源渐渐走向枯竭。为拯

救大黄鱼资源，福建省组织闽东水产科技人员开

展了大黄鱼人工繁育与养殖技术研究。

1985 年，育苗技术主要攻关者刘家富和他的

团队启动大黄鱼人工繁育初试，首次取得大黄鱼

海上人工授精、室内育苗及野生鱼保活、驯养成

功等进展。1987 年，100 多尾全人工大黄鱼鱼苗

首次育出；1990 年，大黄鱼全人工批量育苗实现

百万尾规模；1995 年，大黄鱼生长速度慢的难题

被攻克，大黄鱼网箱与池塘养殖全套技术路线形

成，养殖户试养获丰收⋯⋯经过 30 多年努力，如

今大黄鱼已成为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海水鱼，成

为畅销全国、享誉世界的“国鱼”。

在宁德泩泩渔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鱼苗场里，

一条条金黄色的鱼苗欢快游动着，技术人员正在

观察鱼苗性状。该公司总经理陈佳曾在大黄鱼

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大黄鱼育种工作。他

说：“一方面是保护，另一方面是开发。原种场主

要采集自然海域的野生种资源，保护种质遗传多

样性，起到保护人工扩繁、增殖放流、资源恢复的

作用。良种场则是为产业提供良种支持，满足产

业对养殖品种优良性状的需求。”

宁德福鼎市是大黄鱼育苗重镇，大黄鱼育苗

量占全国 50%以上。每到大黄鱼投苗季，福鼎的

海岸边总是一片忙碌景象。近年来，福鼎通过发

展机械化育苗养殖和精加工研发生产不断完善

产业链，推进渔业产业数字化转型。

在海岸边的育苗厂里，大黄鱼鱼苗按照品种

和生长情况分类养在不同的水池里。工人将鱼

苗用渔网打捞起，通过与渔船连通的运输管道将

鱼苗输送到海上暂养。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水

产技术推广站站长王朝新表示，大黄鱼的育苗养

殖分阶段进行，育苗厂就如同婴儿保育箱，刚孵

化出的鱼卵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培育至 3 厘

米左右，达到最好条件后再根据天气和潮汐条件

择机投放至海上渔排，养至成鱼大小。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四级调研员黄少元告

诉记者，目前，宁德市共有大黄鱼育苗场 90 多

家，大黄鱼育苗量 30 亿尾以上，现有省级原良种

场 2 家，全国现代种业示范场 2 家，并拥有全国唯

一的国家级大黄鱼原种场和大黄鱼育种国家重

点实验室及国家级大黄鱼遗传育种中心。

不仅如此，宁德还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

与厦门大学、富发水产有限公司等单位密切合作，

组成联合育种团队，紧盯大黄鱼养殖产业良种需

求，陆续完成“富发 1 号”新品种选育，研发了“宁

芯 1号”“宁芯 2号”大黄鱼基因组育种芯片。并且

建立了成熟的大黄鱼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体系，

已经在种质资源遗传鉴定、重要性状遗传定位、抗

病抗逆育种等工作中得到成功应用。

强健“国鱼”产业链条

2022 年，《宁德市“国鱼计划”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制定实施，从大黄鱼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发

展等 7 方面重点推动“国鱼计划”。宁德市海洋

与渔业局委托东海水产研究所编制“国鱼计划”

行动纲要，系统谋划中长期大黄鱼产业发展方

向。旨在加快构建大黄鱼全产业链空间格局、产

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打响“国鱼”品牌，推动大黄

鱼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宁德市大黄鱼产业新

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从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礁头码头搭乘快艇

出海，眼前是三都澳海域壮阔的连片渔排。彩色

的新型塑胶渔排绵延不绝，将这片海域变成了辽

阔的海洋牧场。宁德市官井洋大黄鱼养殖有限

公司的新型塑胶渔排养殖示范点坐落于此，深水

抗风浪塑胶环保网箱平稳安全、网箱里水面宽

阔，渔民刚向网箱中抛出鱼饵，大黄鱼便争先恐

后跃出水面抢食，水面一片欢腾景象。

每当夜色来临，才是海上渔排最热闹的时

刻。只见一张张网撒向海面，渔民合力拉网，瞬

间就有成百上千条大黄鱼在网中扑腾，随后经过

简单分拣，被投入装有碎冰和海水的泡沫箱运往

码头。凌晨两三点后，这些大黄鱼将出现在福州

的 海 鲜 市 场 ，24 小 时 内 便 可 到 达 全 国 大 部 分

地区。

“夜晚起鱼才能一睹大黄鱼真容。要用最快

速度打包，保证鱼的新鲜程度和品相完整。”宁德

市官井洋大黄鱼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尤维德告

诉记者，大黄鱼体内有一种黄色色素，一遇到阳

光或强烈灯光，这种色素就会分解褪色，所以起

鱼时间都在夜晚，这时捕捞的大黄鱼才会是金灿

灿的。

尤维德是宁德大黄鱼养殖历史的见证者和

参与者，也是养殖大黄鱼的第一批获益农民之

一。1996 年，尤维德因养殖鳗鱼失败陷入困顿，

就在这时，传来了大黄鱼人工育苗和养殖技术瓶

颈被突破的消息。看准了刚刚兴起的大黄鱼育

苗与养殖，尤维德马上找刘家富寻求帮助。当时

刘家富也正在寻找一个有经验的企业推广技术，

两人一拍即合。

在刘家富的帮助指导下，尤维德顺利成为第

一批育苗养殖大黄鱼技术的支持对象。“大黄鱼

上市那天，200 多万尾鱼苗一天就被抢光了。”尤

维德说，当年两季育出 800 多万尾大黄鱼鱼苗，

每尾鱼苗从 0.3 元卖到了 1.7 元。

1997 年，尤维德创建了宁德市官井洋大黄鱼

养殖有限公司。此后尤维德又相继创建了福建

三都澳食品有限公司和福建三都澳物流有限公

司，推动水产养殖向精深加工转变。如今，三都

澳公司已成为当地集大黄鱼育苗、养殖、加

工、冷藏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重点龙

头企业，年产大黄鱼 8500 吨，进一

步 带 动 了 宁 德 大 黄 鱼 产 业

发展。

在宁德大黄鱼

加工特色小镇蕉城

区飞鸾镇梅田村，

中国·三都澳大黄

鱼 产 业 园 北 侧 工

业区内，数百

亩 滩 涂

上一座座工业厂房拔地而起，许多水产品加工企

业正加紧进场装修，预计今年下半年就可陆续投

产。中国·三都澳大黄鱼产业园由福建省宁德海

洋丝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总投资约 48

亿元。该公司董事长余钦泉表示，园区将充分整

合入驻企业资源，深入产业链上下游，实现产业

互联，完善产业链，打造以大黄鱼产业为龙头，带

动水产品交易、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等全产业链

发展的园区，构建标准化智慧型海洋经济生态链

平台。

飞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林润秋表示，飞鸾

镇主动融入“国鱼计划”，坚持把壮大大黄鱼产业

集群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充

分发挥“中国大黄鱼之都”品牌效应，整合水产品

上下游企业，推动岳海、官井洋、金盛等一批在全

国有影响力的水产加工领军企业，在资源供应、

产品加工、市场开拓等方面形成集中优势。另一

方面，推动“国鱼”触网，引导水产企业瞄准市场

需求，加大科研投入，不断创新产品，通过“互联

网 +”平 台 让 大 黄 鱼 游 向 全 世 界 ，助 力 渔 民 增

收。目前，仅金盛水产就通过天猫、京东等平台，

带动养殖户 2000 人。

优化特色品牌体系

6 月 10 日，“山海宁德·黄鱼之都”宁德大黄

鱼直播节暨蕉城工业消费品展销会在宁德开

幕。活动旨在推动大黄鱼等水产业全链条提升，

引导企业和协会利用新型电商机遇布局大黄鱼

全链条产业，提升稳固大黄鱼特色品牌。活动授

牌了一批水产加工龙头培育企业、宁德大黄鱼公

共品牌电商直播明星企业，并发布了 2023 年优

质大黄鱼春苗基地、大黄鱼地标企业名单。

近年来，随着大黄鱼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

宁德大黄鱼品牌体系已初步形成。去年，宁德市

推出大黄鱼“深水瓜”品牌，深水养大的大黄鱼经

宁德市渔业协会检验认证后，统一打上“深水瓜”

品牌，“游”上了互联网。有的渔民还开辟直播等

新媒体渠道拓展销路，涌现出蕉城“三都港”、霞

浦“赶海父子”等品牌。通过不断创新产品和渠

道，传统大黄鱼产业已游进新赛道。

走进金盛水产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赶制

大黄鱼预制菜产品。“该车间以生产剁椒黄鱼、酸

汤黄鱼、清蒸黄鱼、雪菜黄鱼、糟香黄鱼等预制菜

为主，通过不断开发新菜品，最大限度发挥大黄

鱼的全身价值，延长产业链条。”“三都港”品牌创

始人、金盛水产常务副总经理尤信铃说。

大黄鱼全身都是宝，除了肉质细嫩、营养丰

富，鱼鳔还可制成黄鱼胶，肝脏可制作成鱼肝

油。三都港海洋食品有限公司引进多套国内外

先进技术设备、检测仪器，并加大综合水产品精

深加工创新研发投入，在原有菜式基础上，开发

出针对儿童、老人的去刺黄鱼柳，并利用鱼头、鱼

骨熬制鱼汤，提炼鱼肚、鱼皮中的高蛋白用于加

工鱼饲料，大黄鱼的价值得到全面开发。

今年，宁德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大黄鱼美

食地标城市”称号，这是宁德获得的首个美食烹

饪类金名片。蕉城区副区长周榕表示，该区正着

力打造“黄鱼菜肴+旅游”产业化新模式，带旺一

批精品美食旅游路线，使宁德成为美食旅游热搜

城市。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二级调研员黄瑞明表

示，近年来，宁德通过鼓励

支持水产龙头企业

参加国内外渔业博

览会，连续多年举办

大黄鱼文化节等活动，全方位、多角度传递宁德

大黄鱼的魅力，推动包括“宁德大黄鱼”在内的渔

业品牌建设。目前，“宁德大黄鱼”已成为中国驰

名商标、最具影响力水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中国

百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成为助力宁德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好鱼还要好水养。过去海上养殖业盲目扩

张，加上养殖方式传统粗放，导致大量海漂垃圾

长期堆积，水质问题、白色垃圾问题非常突出。

尤为严重的是，长期无序养殖导致大黄鱼病害增

多，产量质量齐降，严重威胁了大黄鱼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2018 年，一场长达两年的海上养殖综合整治

攻坚战在宁德拉开序幕。立足海域环境容量，

宁德编制实施海水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

2030 年），出台三都澳海域环境保护办法，严格划

定可养区、禁养区和限养区，大力度推进清理整

治，规范海上养殖，解决哪里养、养什么、养多少、

怎么养等问题。

蕉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吴志国告诉记

者，“清海行动”累计投入资金 45.48 亿元，清退和

改造升级渔排 142.7 万口、贝藻类养殖设施 54.15

万亩，清理海漂垃圾 17 万吨。通过科学规划整

治，如今的三都澳海域海清水净，鱼类品质也持

续得到优化，海水养殖产量、产值以及渔民人均

纯收入均大幅提高。

好品牌需要高质量支撑。为确保大黄鱼质

量安全，宁德市建立“海上鱼医院”模式，推广节

能减排与高效养殖技术、综合防控鱼病与安全用

药，以保障现有大黄鱼养殖业者利益，保护海域

环境。宁德市渔业协会推行养殖大黄鱼收购前

的药残预检测，把质量安全关口前移到网箱。

2021 年，农业农村部抽检的宁德大黄鱼产品合格

率达 100%。

“今年我们将举办第七届大黄鱼文化节和大

黄鱼捕捞季、大黄鱼产业发展论坛等多项活动，

编制发布大黄鱼产业蓝皮书，进一步提升宁德大

黄鱼知名度，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黄瑞明说。

“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

念海经。”宁德山海相连，拥有辽阔

的海域滩涂，耕海牧渔、碧海掘金

是宁德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上世

纪 70 年代大黄鱼曾一度濒危，如

今，宁德市已将其发展成为中国养

殖规模最大的海水鱼，“熊猫鱼”变

成了“致富鱼”。站在新的发展起点

上 ，宁 德 又 将 怎 样 续 写“ 国 鱼 传

奇”，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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