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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师，我们田里的南美白对虾不吃东西，
肠胃也空了，有些虾浮上来了。”近日，象山县西
周镇的明朗农场内，农场主肖明朗焦急地给沈伟
良打电话咨询，他的“稻虾共生”田中，有一部
分南美白对虾“生病”了。

沈伟良仔细查看病虾照片，并详细询问天气
变化、水质水温等因素后，初步判断是由于天气
突变，南美白对虾出现了应激反应，随后，他告
诉肖明朗用药的品类和剂量。几天后，稻田里南
美白对虾的病情得到控制，肖明朗悬着的心也终
于放下来了。

针对稻虾种养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市海洋
与渔业研究院水产专家主动加入各稻虾综合种养
微信群，利用互联网加强与种养户技术交流，全
天候给予稻虾技术支持。同时，邀请省农科院、
省淡水研究所专家，对全市 20 余家稻虾种养农场
进行关键技术指导。

肖明朗的明朗农场共有 220 亩水稻田采用稻
虾综合种养模式，开展水稻与小龙虾、南美白对
虾、罗氏沼虾的综合种养。他笑称，现在他是一
个“农渔民”，既要掌握农业种植技术，又要学会
水产养殖。

今年 9 月，白鹭纷飞、麦浪翻滚，肖明朗开
始 期 待 今 年 的 大 丰 收 。 他 给 记 者 算 了 一 笔 账 ，
以一亩稻虾综合种养的水稻田为例，今年水稻
纯收入 1000 元，南美白对虾纯收入 3000 元。综合
算下来，采用“稻虾共生”模式，收入可直接翻
两番。

稻渔综合种养具有“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稳粮增效、稻虾双赢”的优势。近年来，在行政
推动和示范带动下，全市稻渔综合种养面积不断
扩大，目前已有 1.2 万多亩，形成了以稻-小龙
虾、稻-澳洲龙虾、稻-鳖为代表的多种稻渔综合
种养模式。

稻虾综合种养初见成效。来自农业部门的数
据显示，目前全市开展稻-小龙虾综合种养的面
积约 3000 亩，小龙虾亩产量在 75 公斤以上。在
宁海，千亩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高产田块亩
产小龙虾超过 150 公斤；在余姚，恒青农场平均
亩产小龙虾在 80 公斤以上，单季亩均收益超过
2500 元。

为鼓励更多的肖明朗式农渔民，我市提出，
到 2025 年，全市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到并巩固在
5 万亩以上，实现亩均产出水产品 50 公斤、稻谷
500 公斤，亩均增收 2500 元以上。

水产种业作为水产养殖产业链的源头，是
引 领 渔 业 绿 色 发 展 、 实 现 现 代 化 的 硬 核 “ 芯
片”。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院长斯烈钢表示，未
来 将 研 发 推 广 更 多 水 产 良 种 ， 丰 富 千 家 万 户
的 餐 桌 ， 为 构 建 多 元 化 食 物 供 给 体 系 贡 献 宁
波力量！

一片水稻田一片水稻田 助农渔民致富助农渔民致富

宁波作为海洋渔业大市，目前水产种业规模与现代渔业产
业发展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水产种业仍然存在育种新技术应
用不深、种质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足、种业主体企业实力不强等
问题。

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院长斯烈钢告诉记者，宁波水产种业产
值不高，其增加值占全市 GDP的比重不到万分之三。根据该院一
份调研报告，宁波水产种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良种研
发体系薄弱，多数水产种业企业的发展尚处于引种育苗初级阶
段，真正建立起“养殖-保种-制种-繁育-养殖”的闭环企业不
多；二是种质资源保护有待提高，当前，我市虽然采取了渔业资
源增殖放流、建立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保护措施，但种质资源保种
场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立体保种体系尚未建立；三是研发成果推
广力度不够，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对本地水产新品种开展的性状
测定结果显示，大黄鱼、三疣梭子蟹等 5个新品种综合养殖效益
可提高10%以上，但未能得到较好推广。

那么，如何做大做强宁波水产种业？专家认为，首先要强化
规划引导，编制水产种业科技提升规划，优先针对岱衢族大黄
鱼、南美白对虾、三疣梭子蟹等主导养殖品种进行试点，并加大
对种业企业建设用地、设施用地指标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其
次，要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种业发展资金保障体系，鼓
励社会资本、工商资本投资种业；再次，继续完善宁波水产养殖
种质资源库体系，强化创新要素联动机制和推广服务体系，加大
种质资源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力度。

此外，宁波水产种业还要重视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打响自
主品牌。早在2013年，宁波岱衢族大黄鱼就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这些年，我市培育了“象山港”“宁港”“岱衢洋”“甬
岱”“耕海牧渔”“领鲜道”等众多岱衢族大黄鱼品牌，研制了多
个品种的预制菜产品。下一步，要继续深入挖掘宁波岱衢族大黄
鱼文化，在国内外打响自主品牌。 （何晴 孙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

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树立大食物观，就是

要顺应人民群众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在确保

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

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坐拥“两湾一港”，水

产养殖业发达。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快水产种业

科研攻关，破解大黄鱼、青蟹等水产种业的结构

性“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水产良种研发推

广。同时，顺应水产养殖业发展新趋势，针对正

在兴起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深化技术服务，为

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稳步增产保驾护航。

国庆节前夕，记者跟随宁波市海洋与渔业

研究院专家，深入象山、宁海等地的水产种苗

企业和养殖基地采访，寻求如何让“蓝色粮

仓”更安全、更殷实的“宁波解法”。

“这一片渔排基本是养殖大黄鱼
的 ， 他 们 的 种 苗 由 我 们 公 司 提 供 。”
近日，在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村的网
箱养殖基地，陪同记者采访的象山港
湾水产种苗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万土自豪
地说。

大黄鱼是宁波人一直以来不变的
“心头好”，然而，由于野生大黄鱼资源
日益锐减，大黄鱼逐渐从市民的餐桌上
淡出。20 世纪 90 年代起，为了让大黄
鱼重回餐桌，人工养殖大黄鱼逐渐风
靡。象山西沪港岸线西侧的高泥村最
先开始探索网箱养殖模式，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该村已经成为“浙江省黄
鱼养殖第一村”。

“养殖好不好，关键看种苗。”徐
万土介绍，通过和市海洋与渔业研究
院深度合作，他们公司在这里创建了
第 一 家 国 家 级 象 山 大 黄 鱼 良 种 场 ，
培育出多种适应人工养殖的黄鱼种

苗。“我亲眼见证了从生产车间培育出来的
一尾尾鱼苗，成为点燃高泥村黄鱼养殖业的

‘火种’。”徐万土说。
一条大黄鱼从高泥村的网箱“游”回市

民的餐桌，背后饱含育苗人多年来的艰辛。
其中，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繁育岱衢族大黄
鱼极具代表性。

岱衢族大黄鱼，就是宁波市民常常提及
的“野生大黄鱼”，其体型细长、通体金黄、
肉质细腻，深受消费者喜爱。宁波岱衢族大
黄鱼历史悠久，据 《吴地记》 记载，公元前
505年，中国东海已有捕捞大黄鱼活动，我国
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 《闽中海错疏》 就记
载了宁波沿海大黄鱼的渔期。

2007 年以来，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锚
定岱衢族大黄鱼的保护和复兴，成立了创
新团队，建立“岱衢族大黄鱼精品园”等
5 个 产 业 示 范 基 地 。 该 院 科 技 人 员 扎 根 一
线，完成了大黄鱼产业链多项关键和共性
技 术 的 突 破 ， 培 育 出 大 黄 鱼 “ 甬 岱 1 号 ”

等新品种，市场售价较传统网箱养
殖大黄鱼提高 1～10 倍，养殖效益提
高 50% 至 200% ， 养 殖 岱 衢 族 大 黄 鱼
4000 余吨，占浙江省大黄鱼苗种繁育
量四成多。

目前，全市已建成岱衢族大黄鱼国
家种质资源场 1 家、国家级良种场 1 家，
省级良种场 3 家，年培育岱衢族大黄鱼
苗种 1.46 亿余尾，占浙江省大黄鱼苗种
繁育量的五成多。去年，宁波岱衢族大黄
鱼养殖产量超 2600 吨，产值 1.1 亿元，分
别占全市大黄鱼养殖产量的 65.6%、产值
的 68.7%。

“最近，我们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正
在培育市场售价更高的全雄大黄鱼及更便
于运输的耐低氧大黄鱼。”市海洋与渔业
研究院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沈伟良介绍，
目前这些新品种 （系） 的选育已获得初步
成功，科技之力将更好地赋能大黄鱼养殖
业的发展。

一条大黄鱼一条大黄鱼 ““游游””回市民餐桌回市民餐桌

“ 最 近 青 蟹 抱 卵 情 况 如
何 ， 有 没 有 遇 到 病 害 ？” 近
日，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副
院长柳海来到宁波市华大海
昌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对
抱卵青蟹的培育情况进行
抽样查看。

该公司位于宁海县
三 门 湾 现 代 农 业 开 发
区，是一家专注于虾
蟹育苗的水产种苗企
业 。 短 短 四 年 时
间，通过与市海洋
与渔业研究院开
展“拟穴青蟹多

季生态繁育技术创建与应用”科研项目的合
作，拟穴青蟹规模化繁育实现“零的突破”。

“青蟹苗终于不用去滩涂上抓了，我们自
己也可以繁育！”华大海昌技术总监丁茂昌介
绍，近几年，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的科研人员
在这里“安营扎寨”，与他们同吃同住，终于
完成了拟穴青蟹规模化繁育的技术攻关。

据了解，2019 年以来，市海洋与渔业研
究院先后攻克拟穴青蟹亲本选择、卵巢发育调
控机理、苗池塘生态系统演变和幼体适应环境
规律等多项规模化养殖的“卡脖子”难题，创
新性地研发了抱卵青蟹培育技术与设备装置，
创建了“春季-夏季-秋季”多季生态育苗方
法。今年，青蟹抱卵率达 71.2%，比常规方法
提高 60%。

青蟹抱卵率及幼体成活率变高，意味
着稳定的规模化繁育成为现实。据统计，
四年来，华大海昌科研合作基地人工繁育
拟 穴 青 蟹 3000 余 万 只 ， 种 苗 推 广 到 浙
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等地，示
范养殖面积在 5000 亩以上。

“规模化繁育后，青蟹的产量和价
格波动减少，市民有望以更低的价格吃
到青蟹。”柳海介绍，目前他们已在华
大海昌建立年产 1000 余万只仔蟹的苗
种基地，开创耐低温、耐低盐品系的
规模化繁育和示范养殖，初步形成稳
定的适合低盐、低温的多品系良种供
应 基 地 ， 整 体 技 术 和 规 模 处 于 全 国
领先水平。

一只青蟹一只青蟹 从滩涂从滩涂““爬上岸爬上岸””

对于滨海城市而言对于滨海城市而言，，树立树立大食物观大食物观，，就是向海洋要食物就是向海洋要食物。。作为渔业现代化的硬核作为渔业现代化的硬核““芯片芯片””，，
水产良种研发推广意义水产良种研发推广意义深远深远 ——————————————————————————————————————————————————————————————

科技兴渔科技兴渔，，让让““蓝蓝色粮仓色粮仓””更殷实更殷实

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不到万分之三

水产种业
如何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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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何晴何晴 通讯员通讯员 孙展孙展

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工作人员在种苗企业查看青蟹
育苗情况。 （何晴 摄）

▲岱衢族大黄鱼养殖基地俯瞰。（通讯员供图）

▼大黄鱼“甬岱1号”选育。（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