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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漳州市东山
县陈城镇澳角村考察时指
出，村级党组织要发挥火
车头作用，带领乡亲们做
好“海”的文章，在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
往无前。

靠海吃海，如何做好
“海”的文章？本报记者奔
赴各地渔村，踏访“海上田
园”，走进加工车间，体验
渔家风情，触摸海洋渔业
全产业链条的蓬勃脉动，
探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
实践。

核心阅读

时针指向下午 6 点，夕阳余晖铺洒，海面染

成金黄。“上排！”养殖户林进东面庞黝黑、手脚麻

利 ，抬 手 一 挥 ，七 八 个 小 伙 子 登 上 汽 艇 ，驶 向

大海。

“今晚一定能收获不少。”养殖巴浪鱼 6 年，

林进东对鱼情摸得透，是东山县铜陵镇出了名的

“鱼把头”。马达轰鸣声里，林进东手指船舱里满

满当当的冰块和一张大网，热情介绍：“巴浪鱼性

子烈、游速快，咋样捕、咋样运，窍门不少。”

船行半小时，一片整齐排列的塑胶渔排跃入

视线。这里是林进东创立的丰汇水产蓝圆鲹优

新品种推广示范基地，9 个渔排、900 余口网箱就

是巴浪鱼的“家”。“这儿海水深，水流快，水质也

好，特别适合巴浪鱼生长。”林进东说。

为啥选择养殖巴浪鱼？林进东笑着解释，

“野生巴浪鱼肉质柴，过去渔民当成‘杂鱼’，卖不

上价钱。几年前，几条野生巴浪鱼苗混入了网

箱，没想到人工饲养半年后，巴浪鱼体形壮硕、肉

质 鲜 嫩 。”瞅 准 商 机 ，林 进 东 试 着 开 展 规 模 化

养殖。

一道道难题随之而来。巴浪鱼游速快，食量

大，可喂多了不消化，影响成活率；喜居深海冷

水，网箱要远离码头……学技术、大胆试，林进东

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养殖模式：冬天水温低，饲料

搭配虾肉，增加鲜味，既让鱼儿吃得好也游得欢；

等到了夏季，水温升高，就要减少投食。“预计今

年能收获超 90 万斤巴浪鱼，产值超 5000 万元。”

林进东算起账。

渔船“小改大、木改钢”，网箱渔排升级改造

……现代化养殖设施，为丰产夯实基础。林进东

的养殖区所在的铜陵镇海域，是东山巴浪鱼养殖

集中区和优新品种推广示范基地，这里的养殖面

积达 500 余亩，产值可达 2.5 亿元。“目前‘先行

区’已经完成 3 万多口网箱渔排改造，接下来继

续向周边拓展。”铜陵镇党委书记杨文聪介绍。

从捕鱼到“牧鱼”，林进东带着老伙计们走

上深海养殖的新路子。“去年，

我开始跟着养巴浪鱼，技术、销

路都不成问题，一年能挣 80 多万

元 。”樟 塘 镇 港 西 村 养 殖 户 林 孝

说。“基地+农户”模式带动巴浪鱼

养殖从业人员达到 2000 余人，预计

今年全年养殖巴浪鱼 1600 万斤。

东山县海水养殖面积达 79.33 平

方 公 里 ，资 源 丰 富 ，产 业 基 础 好 。

近 年 来 ，县 里 引 导 养 殖 户 采 用 新 型

环 保 塑 胶 网 箱 、塑 料 浮 球 替 代 木 质

渔 排 、泡 沫 浮 球 等 传 统 养 殖 设 施 ，全

面推动海上养殖转型升级，同时改善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 大 海 是 我 们 的 宝 贵

财 富 ，接 下 来 将 不 断 促 进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提 高 养 殖 效 益 ，带 动 更 多 渔 民 致

富 。”东 山 县 海 洋 与 渔 业 局 局 长 林 陵

东说。

福建东山县深耕海洋牧场

“一条鱼”兴起一个富民产业
本报记者   刘晓宇

碧浪抚岸，港汊弯弯，在日照市东港区涛雒

镇，标准化养殖厂房和露天养殖池错落分布。

不远 处 ，拓 洋 渔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里 ，加 工 自

动生产线快速运转，清洗、分割、冷冻、包装，一

只 只 新 鲜 章 鱼 被 制 作 成 了 翻 花 小 章 鱼 。“ 我 们

推出了虾丸、虾滑、虾饼、翻花小章鱼等 30 多种

海洋食品，深受市场欢迎。”合作社负责人付冠

强如数家珍。

从捕鱼到养鱼，再到发展精深加工，付冠强

追着“潮头”跑。“最开始干海洋捕捞，‘望风出船，

靠天吃饭’。后来盖起了标准化养殖厂房，靠技

术养鱼，规模一点点扩大。”

产量上来了，咋样增效益？“不少人喜欢尝

‘一口鲜’，发展海产品精深加工，准没错。”摸

爬 滚 打 多 年 ，付 冠 强 点 子 多 、懂 经 营 。 在 有 关

部门支持下，周边 4 个渔村通过党支部联建方

式 ，成 立 拓 洋 渔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付 冠 强 成 了 带

头 人 。“ 大 家 伙 资 源 互 补 ，打 通 养 殖 、供 货 、加

工 、销 售 等 链 条 ，一 块 儿 把 产 业 做 大 做 优 。”付

冠强说。

海产品变食品，“鲜”是关键。在高标准加工

车间，净水处理、制冷系统、绿色环保载冷剂等 60
台设备一应俱全。在储运环节，自动分拣，冷链

运输，无二次接触。“我们研发了海鲜干货、休闲

零食、即食产品等，海产品‘游’上生产线，‘身价’

翻番。”付冠强说。

好产品如何闯市场？搞直播，打品牌，提高知

名度。“锅底少油、中到大火翻炒……”辛辣小章鱼

滋滋作响。对着镜头，主播“90 后小渔夫”边烹饪

边讲解，2.6 万粉丝在线“赏味”。为了拓展线上销

售，合作社组织主播到车间、码头直播带货，带着

网友感受海味。“我们还跟水产育苗、养殖、加工等

8家企业签约，产业上下游合作，统一供货，统一质

量标准，统一标识，擦亮‘江阿公’品牌。”付冠强

介绍。

产业链连着利益链。如今，拓洋渔业专

业合作社营业额达 2400 多万元，带动周边 23
个村 750 多户渔民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形成

了订单销售、就业务工等多种利益联结模式，

带动渔民户均增收 2.5 万元以上。

靠海吃海，有了新吃法。“延伸产业链，向

精深加工要效益。”东港区海洋发展局局长赵

伟介绍，全区 3 个沿海镇（街道）共有工厂化养

殖户 1586 家，水产品加工产值 47.2 亿元，同比

增长 26%。

“海产品加工亦工亦农，连城带乡，接下

来我们将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加工企

业 ，构 建 线 上 线 下 冷 链 物 流 体 系 ，打 造 集 养

殖、育苗、加工、仓储、销售等为一体的全产业

链，进一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赵

伟展望。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建设海鲜车间

一条产业链加工产值超 47 亿元
本报记者   李   蕊

“快来，这里有几只小青蟹！”夜幕降临，临高

县东英镇博纵村的海滩上十分热闹。王开省头戴

夜灯，前方引路，游客们穿着胶鞋、手持蟹钳，顺着

灯光在礁石缝隙里搜寻海螺和螃蟹，不一会儿，小

筐就装得满满当当。

博纵村依海而建，海岸线延绵约 1.3 公里，家

家户户几乎都有渔船。抓鱼拾贝是王开省的乡愁

记忆。大学毕业后，他返乡创业，投资 50 多万元，

办起村里第一家餐饮店——“博纵故事”。“没承

想，刚开业就遇上国庆假期，一天就招待三十来桌

客人。”王开省说。

“开 门 红 ”让 他 来 了 劲 头 。 流 量 咋 样 变“留

量”？王开省将目光落在了村里的原生态海岸

线。赶海、海钓、出海捕鱼……王开省挨个尝试，

把村民们习以为常的农活农事变成了体验观光项

目。“游客能吃、能玩、能体验，越来越多的‘头回

客’变‘回头客’，每年净收入 20 多万元。”

红火的生意，点燃了乡亲们的热情。村民陈

小真在村口办起了“外滩故事餐厅”。游客络绎不

绝，全家上阵帮忙。她感慨，“最忙的时候一天要

接待 60 桌客人，每月能多收入上万元，比捕鱼卖

鱼挣钱多了。”

“碧海银滩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博纵村驻村

第一书记张德光信心满满。这些年，村里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清巷道、净沙滩、废弃渔船改造成微景观，

墙壁上涂满生动彩绘，渔家风情更加浓郁，“村子及

周边开办民宿 12 家、海鲜店 9 家，为 68 人提供就业

岗位，每月接待游客过千人，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下一步，我们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安装太阳

能路灯，美化环境，把小渔村打造成美丽乡村，让

游客住得舒心、玩得开心。”张德光介绍。

文旅融合，促进渔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投入产业资金 1200 多万元，把东英镇美夏港

打造成美夏国际休闲海钓中心；在调楼镇抱

才村，建设休闲渔业等项目……临高县积极

引导渔民“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

走”，依托东英镇近 15 公里海岸线资源，发展

滨海民宿、滨海旅游等新产业。“县里推动渔

业与休闲娱乐、旅游观光、餐饮美食等有机

融合，休闲渔业成了渔民增收新渠道。目

前，全县已完成渔业转产转业 500 多人，今

年计划对 550 多名从业人员进行统一技能

培训，推动海洋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

进文旅、渔旅融合发展。”临高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张聪说。

海南临高县打造海上乐园

一条海岸线带火渔家乐
本报记者   孙海天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从海边渔村，到繁忙渔

港，广大渔民“躬耕”万顷碧波，海洋捕捞、海水养

殖、海产品加工、海鲜电商、海岛旅游等产业齐头

并进，“蓝色引擎”动力澎湃。农业农村部数据显

示，2023 年我国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3.64%，渔

民收入保持增长，渔业经济总体保持良好发展态

势，为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作出积极贡献。

海洋渔业是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当前海洋渔业发展

迎来机遇期。看供给，现代化养殖设施和装备不

断推广应用，生态健康养殖模式逐渐成熟，种业创

新攻关取得突破，产业基础更加稳固，为推动海洋

渔业转方式、调结构、优供给提供了有力支撑。看

需求，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人们不仅要

“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得健康”。丰富“中国

饭碗”，满足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的水产品消费

需求，海洋渔业大有可为。因此要牢牢抓住机遇，

坚持数量质量并重，促进供需有效衔接，推动海洋

渔业高质量发展，为兴农强村富民注入强劲动力。

深耕蓝海，关键要保持定力，精准施策。当前

渔业产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刚性约束突出、传统

养殖空间日益受限、产业链条较短等挑战。相关

地区应加快补齐短板，迎难而上，优化调整养殖布

局，加强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打造先进要素集

聚的海产品生产优势区，提高水产养殖规模化、集

约化、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水平。此外，还应着

重发展海产品加工、冷链仓储、电商直播、休闲渔

业等多元新业态，发展鲜活、冷冻、干制等产品生

产，拓展多元功能，挖掘增值潜力，推进一二三产

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渔业产业现代化水平。

大海是渔民的家园，更是他们增收致富的主阵

地。发展海洋渔业，要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比

如，多为养殖大户、家庭渔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排忧解

难，促进现代渔业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强化资金、技

术、人才等要素保障。加快推广订单养殖、生产托管

等社会化服务，推进小规模养殖户生产现代化。

海依然是那片海，“海”的文章却更加精彩。

耕耘大海，久久为功，新时代新征程上，渔村一定

更美丽，渔业一定更兴旺，渔民一定会

有更加火热的生活。

图①：福建东山县铜陵镇丰汇水

产巴浪鱼养殖基地迎来收获。

李江涛摄（人民视觉）  
图②：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渔民

在整理运装海产品。

曹建雄摄（人民视觉）  
图③：海南临高县博纵村渔家乐

讲解员为小朋友介绍海洋生物知识。

王开运摄（人民视觉）

图④：在浙江宁波市象山港，

渔船队伍起航。

胡学军摄（人民视觉）  
图⑤：在山东日照市东港区

的海产品加工车间，工人忙着包

装产品。

董   轩摄（人民视觉）  

以海兴村  以海强村
王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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