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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 7亩大的水域能养多少鱼？100万
条！在山东烟台长岛南北隍城海域南隍城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以下简称“南隍城
海洋牧场示范区”），借助深达 30 余米的大
型深远海智能网箱，这样面积的水域可形成
养殖水体 9.4 万立方米，每年渔获量约
1000吨。

2018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

时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建设
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
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
202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
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大
国，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
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
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

粮仓’。”
山东是海洋大省，海域类型多样，在海

洋牧场发展上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
性。2018年 10月，农业农村部在烟台市召
开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工作现场会。 2019
年 1月，山东省政府印发《山东省现代化海
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方案》。

作为山东省唯一的海洋生态文明综合

试验区，烟台长岛目前已获批国家级海洋
牧场示范区 6 处、省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8处。

海洋牧场怎么建？智能网箱长啥样？
生态海鱼怎么运？海岛渔民咋致富？近
日，记者历时 7个多小时，乘船至黄渤海交
界处，在南隍城海洋牧场示范区跟踪采访
5日，体验耕海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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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位于山东长岛南隍城国家级海位于山东长岛南隍城国家级海

洋牧场示范区的经海洋牧场示范区的经海 005005 号大型深远海智号大型深远海智

能网箱平台能网箱平台。。

图图②②：：南隍城岛渔民在近岸海域养殖南隍城岛渔民在近岸海域养殖

小鱼小鱼，，等鱼长到合适规格等鱼长到合适规格，，再由企业放到深再由企业放到深

海网箱内养殖海网箱内养殖。。

图图③③：：““鲁鲁烟开渔养运烟开渔养运 6660166601””号生态号生态

活鱼养殖运输船活鱼养殖运输船。。

以上图片均为李鹏李鹏摄

图图④④：：烟台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工烟台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向智能网箱投放鱼苗作人员向智能网箱投放鱼苗。。

本报记者 李李 蕊蕊摄

环保的海洋牧场
由近浅海走向深远海，为解决

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
境保护矛盾提供一把金钥匙

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洒满海面，前方隐约

可见几座庞然大物，呈“品”字形立于海面之上，

蔚为壮观。

南隍城海洋牧场示范区终于到了——上午 9
时许，记者搭乘“经海 3 号”活鱼养殖运输船，从烟

台黄渤海新区八角港起航，7个多小时后抵达。

2019 年 12 月，这片位于黄渤海交界处的南

隍城岛东侧海域，被农业农村部批准设立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那几座庞然大物，乃是中集来

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经海系列深

远海智能网箱。

“哒哒”的马达声划过耳边，一艘船缓缓驶

过，尾部码着层层白筐。“这是专门为海洋牧场开

展底播增殖工作的船只。”经海系列深远海智能

网箱平台长刘玉磊告诉记者。

对面船上，一个中年汉子朝刘玉磊大声招呼：

“刘工，听说今儿你们又运了一批黑鱼鱼苗？”说罢，

只见他身子前倾，搬起一个白筐，再铆足劲儿将筐

内的虾夷扇贝苗倒入大海，溅起一片水花。

汉子名叫葛茂武，是南隍城岛渔民。过去，

他在岛的近岸海域养鱼，如今成了海洋牧场的一

名员工。

南隍城岛盛产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上

世纪 90 年代，岛上成立渔业公司发展渔业养殖，

渔民鼓了腰包，盖起新房。

2012年，葛茂武在岛上率先养殖黑鱼，村民瞧

着有钱赚，纷纷效仿，很快发展到几十户。“随着养殖

规模扩大，小网箱几乎把近海占满了。”葛茂武说，由

于水体流速小、养殖密度大，鱼儿游不起来，肚子普

遍肥嘟嘟的，腮呈暗红色，品相、口感都不大好。

品质低了，产量也降了。“过去大伙儿不懂定

量投喂，饵料都是估摸着抓一把撒进去，过剩的饵

料和鱼粪一起沉到海底，渐渐堆成厚厚一层。”葛

茂武回忆，2018 年，由于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南隍

城岛近岸海域养殖产量整体下降约四成。

南隍城岛面临的生态瓶颈并非个例。2017
年 10 月，原农业部编制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建设规划（2017—2025 年）》指出，“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高速发展和人口不断增长，受环境污染、

工程建设以及过度捕捞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近

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水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水域荒漠化日趋明显”。

瓶颈如何破解？上述规划提出，将海洋牧场

建设“作为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

环境保护矛盾的金钥匙”，规划到 2025 年在全国

建设 178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海洋牧场怎么建？《山东省现代化海洋牧场

建设综合试点方案》提出提升海洋牧场绿色发展

水平、探索深远海养殖方式、推动信息化智能化

发展等试点任务。

2020年，烟台市启动实施总投资 100亿元的海

洋牧场“百箱计划”，借助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装备技术优势，在黄渤海新区共同成立烟台经

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作为“百箱计划”深远海开发

的实施主体。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坚持

规划先行，科学编制长岛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规划

海洋牧场核心区 57 万亩、拓展区 51 万亩。综合考

量后，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决定将海洋牧场建在

距离烟台大陆架 78公里的南隍城岛海域。

选址有啥讲究？

“从装备角度看，这片海域位于长岛海洋牧

场建设规划中的 57 万亩核心区内，地质条件优

越，适合放网箱。”刘玉磊说，按照预先设计，放置

网箱最合适的水深是 30 多米，该海域符合条件。

“从养殖角度看，养鱼先养水，好水出好鱼。”

刘玉磊说，这里属一类水质海域，水温常年在 16
至 21 摄氏度之间，盐度为 32‰，适合海鱼生长。

海水拍打船身，发出“哗哗”的声音。“听，这

里水流快，平均流速达到 1.5 米/秒，海水自净能

力强。在此环境下，海鱼成活率高，肉质紧实鲜

美。”刘玉磊说。

区域选定后，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请刘玉

磊牵头，组建了一支深远海智能海洋开发团队，

负责建设大型深远海智能网箱。2023 年 3 月，经

海 005 号大型深远海智能网箱平台（以下简称

“经海 005 号网箱”）在南隍城岛海域建成交付。

至此，南隍城岛海域集聚了经海 001 号至 008 号

共 8 座深远海智能网箱。

2022 年，葛茂武被聘为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

司员工，主要承担海洋牧场贝类底播增殖等工

作。“将虾夷扇贝苗在南隍城岛近岸海域养殖到

3 厘米左右后，选出一批投进牧场。”葛茂武说，

贝类有修复水质、涵养生态的作用。与此同时，

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还在海中投鱼礁、种海

草，持续修复海底生态。

聪明的智能网箱
以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装备

技术为支撑，仅需两名工作人员，即
可轻松养殖 100 万尾黑鱼

船只驶近经海 005 号网箱，蔚蓝的海面上，

一座方形平台映入眼帘：四根粗大的圆形钢柱直

插海底，平台上钢架纵横，顶部托着几间白色屋

子。船缓缓停下后，刘玉磊大步一跨，娴熟地跳

到平台上。记者紧随其后，切身感受到了网箱之

大：顺着楼梯一圈圈攀爬，再穿过条条走廊，才来

到工作区。

“平台单体网箱底座长宽均为 68 米，养殖水

体达 9.4 万立方米，可养殖 100 万尾黑鱼。”刘玉

磊介绍。

网箱大，不只是为了多养鱼。刘玉磊说，与传

统网箱高密度养殖不同，经海 005 号网箱深度达

30 多米，养殖其间的海鱼能充分运动起来，还能

避免长期日晒；海水表层与底层温度不同，海鱼可

以上下游动，选择舒适的温度，避开严寒酷暑。

网箱大，运维人员却不多。经海 005 号网箱

仅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人负责运维设备，一人负

责养殖。拐进一间工作室，00 后运维工程师石

洪志坐在设备前，手握操纵杆，紧盯电子屏。别

看他年纪轻，说起网箱技术头头是道。

2023 年 6 月，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提出，

推动跨学科联合攻关，加强深远海养殖技术和

设施装备研发创新，不断提高信息化、智能化、

现代化水平。

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搭建了渔业物联网大

数据平台，智能网箱上布设了 500 多个监测点，实

时监测养殖、装备、水质、水文、气象等信息。顺着

石洪志的手指看去，电子屏上一张网箱三维立体

图清晰可见，“这一簇一簇红点就是鱼群。平台能

实时查看鱼群的分布情况、生长状态，还能利用声

呐和激光雷达精准数鱼。”石洪志说。

人脸识别司空见惯，经海 005 号网箱实现了

“鱼脸识别”——通过雷达和双目视觉系统，能够

看到每一条鱼的面部特征，以及它的品种、体长、

体重等信息。“鱼儿上市前，我们根据客户需求，

给鱼配上二维码，记录它们的生长地点和生长过

程，让消费者吃得放心。”石洪志说。

“到点喂鱼了。”养殖工程师王殿超步入操作

间，向记者手一挥，“来，体验一下，一键喂鱼。”

同传统的喂鱼方式大不一样，记者来到设备

前 ，轻 点 鼠 标 ，全 自 动 饲 料 灌 注 系 统 便 开 始 运

转。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箱共有 7 个投喂口，通过哪个口喂、具体

喂多少，大数据平台自主研判发出指令。”王殿超

介绍，根据风向、水的流向等后台信息，饲料灌注

系统精准选择投喂口，可防止饲料流到网箱外；

利用双目视觉系统技术，自动分析鱼的长度、重

量和健康状况，精准计算出所需饲料量。

“精准投喂减少了饲料浪费，也避免了残渣

沉积造成的污染，保护了海底生态。”王殿超说，

相较于传统养殖，以前 10 个人干一天的工作量，

现在 1 个人仅需半小时即可完成。

“智能网箱平台历经风浪洗礼，各项技术日

臻完善。”刘玉磊回忆道，经海 001 号网箱交付后

不久，海上刮起大风，网衣被扯出了口子，跑了很

多鱼。后续建设中，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改进

了网衣技术，使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作为原材

料，网线强度高、耐海水侵蚀。与此同时，配备高

清摄像头的水下巡检机器人能第一时间发现网

衣破洞，进一步提高管理效能。

科技赋能，保障海上生产安全。记者拿出一

支笔，立在经海 005 号网箱指挥室的地面上，5 分

钟过去了，笔依然纹丝不动。是什么技术让网箱

“稳如泰山”？刘玉磊介绍，利用成熟的海上钻井

平台技术，经海 005 号网箱实现钢体下沉，能牢固

地“坐”进海底，目前已经受住 12级台风考验。

在网箱平台上，员工往往一住就是一个月，

遇上恶劣天气，还得待上更多天。茫茫大海上，

员工生活有保障吗？

记者住进了经海 005号网箱宿舍，室内洁净雅

致，还配备了电视机、除湿器、空调等电器。窗外

气温跌至冰点以下，平台上的积雪还未融化，宿舍

内却温暖如春。“通过风能、太阳能等多种发电方

式，保证平台供电的稳定和安全。”刘玉磊说。

第二天午饭时间，走进一旁的厨房，饭菜飘

香，冰箱内装满了新鲜的果蔬、鸡肉、猪肉。刘玉

磊下厨掌勺，做了一道红烧鱼，“试试，来自深海

的美味，鲜得很！”记者尝了一口，鱼肉嫩滑，还泛

着淡淡的甜味。“这里水好，鱼也鲜甜。”刘玉磊说，

“海鲜是家常便饭，其他食物也供应充足。平时

会有船定期来送补给，每次至少够吃半个月。”

在平台的几日，记者与王殿超聊天得知，今

年春节，他要留在平台过年。“但我并不孤单。

这里网络信号很好，可以在海上看春晚，还能和

家人视频聊天。”王殿超说。

先进的活鱼运输
全 程 无 接 触 收 鱼 、运 鱼 ，从 深

海网箱到陆地运输存活率近 100%，
确保产品一路领“鲜”

深海养出的新鲜鱼儿，怎样“游”上千家万

户的餐桌？春节临近，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大订单不断，刘玉磊早起领着大伙儿去各网箱

收鱼，记者也体验了一把收鱼的过程。

清晨 6 时许，伴随着“哒哒”的马达声，活鱼

养殖运输船缓缓靠近经海 006 号网箱。刘玉磊

告诉记者，此前，一个收鱼网已布设于网箱内，

通过投喂饵料等方式，将鱼儿引进了“肚子”里。

船只锚泊后，网箱平台上的起降机挥舞铁

臂，快速将收鱼网提起，将鱼兜住；随后，起降机

再将一个圆形网兜伸入收鱼网底部。

“一二三，使劲！”几名工作人员站在收鱼网

外围的固定架上，看到哪里鱼多，就把网兜往哪

拽。记者戴上工作手套，加入队伍，同大伙儿一

起攥紧网兜的绳子。伴随着整齐的号子声，鱼儿

被激上水面，“滑”进了网兜里。“起鱼啦！”刘玉磊

一声吆喝，满满一兜黑鱼被徐徐吊起，送入船舱。

“按下操控按钮，3 个多小时能将整艘船装

满，约 1.5 万斤鱼。”刘玉磊说。中午，刘玉磊又赶

往经海 004 号网箱，那里还有一批鲈鱼待收。结

束时已是傍晚 5 时 30 分，记者同刘玉磊道过别，

搭乘运输船赶往下一站。

与传统养殖运输船相比，活鱼养殖运输船有

啥不同？在船上，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助理总

经理张家瑜领着记者转了一圈。“船上设施齐全，

配有水循环、水温调节、舱内监控等系统，让海鱼

始终生活在舒适环境中。”张家瑜介绍。

运输是渔业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从南隍

城岛到八角港，一般需要 6 到 8 个小时，传统养殖

运 输 船 费 时 费 力 ，难 以 保 证 鱼 的 成 活 率 、新 鲜

度。”张家瑜说，2021 年，公司向所在的烟台黄渤

海新区提出建造活鱼养殖运输船的需求。

“接到企业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向农业农

村部提出申请。”烟台黄渤海新区海洋经济发展

局海洋经济发展处处长徐希水介绍，烟台市以获

批山东省养殖运输船建造管理试点为契机，出台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制定承载不同养殖水产品运

输功能的标准船型，并于 2023 年初交付了首艘

活鱼养殖运输船。

“目前公司研发的生态活鱼养殖运输船‘鲁

烟开渔养运 66601’号，装卸装置比我们今天这

艘 更 先 进 ，具 有 鱼 舱 遥 控 收 鱼 、赶 鱼 等 作 业 功

能 ，可 进 一 步 减 轻 船 员 劳 动 强 度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 装 载 量 也 更 大 ，一 次 最 多 可 运 输 60 吨 活

鱼。”张家瑜说。

次日凌晨 1 时多，活鱼养殖运输船顺利抵达

八角港。岸上接应的工作人员翘首以待，运鱼物

流车已经做好准备，调好了适合鱼生活的水温和

氧气浓度。运鱼物流车驶至活鱼中转仓后，鱼经

过分拣，被有序转运至中转仓养殖车间。鱼入水

池，定睛一瞧，一条条游得欢快。

“人工全程无接触收鱼、运鱼，保障鱼从深海

网箱到陆地运输的存活率接近 100%。”张家瑜

说，为了保证口感，这批鱼会在一周内卖出。部

分被直接拉走，部分被送往附近加工厂，经刮鳞、

挖鳃、冷冻处理后，运往发货仓，“客户网上下单，

仓库直接发货，冷链物流车运输，大部分订单能

在 48 小时内送达。”

转型的海岛渔民
建立联农带农机制，乡亲们收

益更稳，吃上“生态饭”“旅游饭”

装备养殖体量大，对周边渔民收入有啥影

响？记者再度乘船返回南隍城岛，一探究竟。

捏一把鱼食，南隍城岛渔民魏新林扬手一丢，

均匀撒向网箱，水面瞬间沸腾起来，鱼儿争先恐后

探出脑袋，嘴巴一张一合。“每隔四五天喂一次，等

到今年年底，这批小鱼就会被送到海洋牧场继续

养殖。”魏新林介绍，打他记事起，就跟着父辈在海

上谋食；现在他依然养鱼，但与过去大不同。

2021 年以来，烟台充分利用实施“百箱计划”

的契机，建立联农带农机制。长岛借势推广“牧

场+渔户”接力养殖模式，引导经海海洋渔业有

限公司与周边养殖户签订合作协议。“起初，乡亲

们担心大企业抢占市场，心里难免有所抵触。可

实际上不但没有形成竞争，反而合作共赢。”魏新

林签订协议后，养了 3 个小网箱的黑鱼，每个网

箱放 5 万尾鱼苗，等小鱼长到合适规格，再由企

业放到深海网箱内养殖。

“接力养殖好处多。”魏新林说，过去渔民养

出成品鱼需要 3 年，回本周期长；与海洋牧场合

作后，渔民只需养殖前半程，鱼苗长到四两至半

斤，就卖给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养殖密度变

小，养殖时间也缩到一年半，回本时间快了，承担

的风险小了，“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还经常派

技术人员过来现场指导。”

过去，渔民销售渠道窄，市场行情不稳。如

今，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

购，渔民收益更稳。2022 年，魏新林的 3 个网箱纯

收入 15 万元。截至目前，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

已与南隍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 100 余户渔民签订

合作养殖协议，每年收购鱼苗 150多万斤。

“联农带农，还要积极拓展海洋牧场发展功

能，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集生产、观

光、垂钓、餐饮、娱乐、文化、科普等于一体的现代

化渔业综合体。”烟台市委常委、秘书长于锋介

绍，近年来，烟台在长岛大力推进现代化海洋牧

场建设，除了发展深远海养殖，一些休闲型海洋

牧场也在加速发展。

“依托海洋牧场，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与

南隍城村合作成立旅游公司，开展海上垂钓、海

上休闲观光等项目。”南隍城乡党委书记葛猛介

绍，每年 5 至 10 月旅游旺季，日均进岛游客约 200
人，一些渔民转行开办民宿、农家乐。

南隍城岛渔民唐玮婷如今就经营着一家民

宿。穿过小巷，记者来到她的“渔民小庭”，正巧

碰到一位客人回到民宿，左手拿鱼竿，右手提着

桶，笑眯眯地说：“我是听朋友介绍来的，说这里

有海洋牧场，能钓到大鱼。”

“来岛上度假的游客，很多都是来海洋牧场

钓鱼的。现在快过年了，游客比前一阵子多，不

过还是赶不上旺季。夏天你要来看，游客一拨接

一拨。”唐玮婷告诉记者，她新开的另一家民宿正

在装修，今年夏天可开门迎客。

2023 年 12 月，山东省政府批复设立山东长

岛“蓝色粮仓”海洋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170 平

方公里，位于南隍城岛、北隍城岛东部海域。

“开发区将按‘1+N’布局产业，‘1’即海上养

殖区，‘N’即多个产业配套基地。”兼任长岛海洋

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

于锋表示，“我们将以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带动海

洋食品、海洋装备等发展，由‘一条鱼’牵出‘一条

链’，努力在海洋牧场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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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乘船7个多小时至黄渤海交界处，在山东长岛南隍城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跟踪采访5日

探访“蓝色粮仓” 体验耕海牧渔
本报记者 李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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