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视点
A032023年10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高凯 叶飞 审读/刘云祥 美编/曹优静 照排/张婧

由于我市岱衢族
大黄鱼育种的大获成
功，极大地推动了养殖
大黄鱼产业的发展。
2012年我市获“中国生
态大黄鱼（岱衢）之乡”
称号，2013 年“宁波岱
衢族大黄鱼”获农产品
地理标志。

2022年，宁波岱衢
族大黄鱼养殖产量超
3000吨，产值1.2亿元，
分别占全市大黄鱼养
殖产量的 75.7%，产值
的80%。

养殖的高品质岱
衢族大黄鱼市场售价
较传统网箱养殖大黄
鱼提高1至10倍，养殖
效益提高50%至200%。

目前“甬岱1号”大
黄鱼平均苗种售价0.22
元/尾，产品 108.61 元/
公斤，分别比普通大黄
鱼高120%和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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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为大黄鱼办了一个节
中科院院士也来作报告
其背后是科技赋予大黄鱼“重生”的故事

昨日，第七届中国（宁
波）大黄鱼文化节拉开帷
幕。从2014年开始，宁波
为大黄鱼已经举办了近十
年文化节，这是一种文化
的传承，也是科技赋予大
黄鱼“重生”的故事。

因为宁波特有的岱衢
族大黄鱼人工育种的不断
突破，去年养殖产量超
3000 吨，产值 1.2 亿元。
宁波通过科技赋能养殖育
种，使大黄鱼重回市民餐
桌，更保护了海洋生态，意
义非凡。

本届大黄鱼文化节在宁波市博物馆拉
开帷幕，作为我市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活动由宁波市农业农
村局、中国渔业协会主办，宁波海洋与渔业
研究院、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宁波综
合试验站承办。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桂建芳研究员等国家
及省市相关部门代表共计120余人，参加
了现场活动。

活动现场，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将自己培育的活体大黄鱼进行了现场展
示，水箱里展示的1至3年宁波岱衢族大

黄鱼，条条体型健硕、活力十足，吸引了与
会人员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工作人员现
场不停地向与会人员介绍品种特性和养殖
技术。

当天，大黄鱼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论
坛与文化节活动同步举行，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桂建芳和

“大黄鱼之父”刘家富分别作了《渔业发展
的中国智慧与未来》和《我国大黄鱼产业的
进展与展望》的主题报告。此外，在为期两
天的活动中，还有一系列的养殖技术报告
会举行。

中科院院士为宁波大黄鱼作报告

宁波岱衢族大黄鱼历史悠久，但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为滥捕岱衢族大黄鱼
自然资源已近枯竭，至今无法形成渔汛。
为了保护岱衢族大黄鱼种质资源，发展具
有地方特色的岱衢族大黄鱼养殖业，本世
纪初以来，宁波市成立了由市海洋与渔业
研究院、宁波大学和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
限公司等单位科技人员组成的产学研结合
的“岱衢族大黄鱼科技创新团队”。

科研团队深耕岱衢族大黄鱼新品种选
育和健康养殖领域，在种质资源标记鉴别

和保存、投喂和分级养殖及防病害、种苗培
育及养成等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
破。

2009年，宁波又成功实现了岱衢族大
黄鱼规模化人工繁育。

宁波先后培育出大黄鱼“东海1号”、
大黄鱼“甬岱1号”两个新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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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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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五成。

从濒危到重生，科技赋能大黄鱼

在当天的大黄鱼文节活动中，宁波市
海洋与渔业研究院还为我市一批养殖户颁
发了“宁波岱衢族大黄鱼农产品地理标志”。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授予对我们养殖
是件大好事，将对宁波大黄鱼产业发展和
品质提升发挥积极的作用。”获得“宁波岱
衢族大黄鱼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张进程，是
象山一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
专业养殖岱衢族大黄鱼。

眼下，张进程在象山三门口的养殖场
的大黄鱼已经养到快可以销售了，他们合
作社年产大黄鱼达 35 万尾，年产值近
1000万元。

“‘甬岱1号’大黄鱼体形瘦长，好看；
肉质有劲道，好吃。”张进程说，而且它的养
殖存活率高，可谓是养殖大黄鱼中的佼佼
者。品种好、受市场欢迎，养殖规模也不断
扩大。

“农产品地理标志”推助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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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桂建芳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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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育种科研基地专家正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