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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尚游智
慧渔业产业园，一进养殖车间，记者就
被门口的滚筒微滤机、蛋白质分离器、
生化罐等大型机械设备吸引了。“这套
设备是海水养殖池的‘特殊造型’，能
让养殖尾水循环起来，实现绿色生态化
养殖。”产业园总经理唐金辉说。

顺着唐金辉手指的方向望去，立体
式跑道鱼池和桶式鱼池整齐排布，彼此
间由密布的管道串联着。池水不断从池
底的出水口流出，顺着管道流入滚筒微
滤机，经过物理过滤、微生物净化等几
道程序，最后进入尾水处理池进行固液
分离，分离出来的固体直接用作养殖沙
蚕、海蚯蚓的饲料，液体经过增氧、杀
菌 等 处 理 后 ， 重 新 流 回 养 殖 池 循 环
利用。

“一出一进，循环下来，养殖尾水
回收利用率达到90%。”唐金辉说。

地处渤海之滨的唐山，海域辽阔，
海洋资源得天独厚，沿海渔民靠海吃
海，在近海水域、沿海滩涂等地开展水
产养殖。近年来，养殖户们纷纷念起了

“环保经”，从粗放型养殖向绿色化、智
慧化转型。

海水绿色生态化养殖是渔业可持续
发展的方向。据唐金辉介绍，产业园采
用“合作社+养殖户”的经营模式，为
养殖户提供场地、设备、技术、水产品
销售等服务。在养殖过程中，利用尾水
净化处理系统和物联网管理平台监测系
统，打造现代化渔业养殖场。

上下 3层的立体式跑道鱼池里，舌
鳎畅游池底，桶式鱼池中浮动着密密麻
麻的小海马，池水顺时针方向缓慢流
动，鱼池的四周装有各式灯带，模拟出
适合舌鳎、小海马生存的自然水体环
境，为它们营造出舒适的生长环境。

“好水养好鱼嘛。”去年入驻产业园的养

殖户邱超深有感触。
据邱超回忆，过去在外塘的海水里

养殖时，每次大换水都给他带来不少烦
心事。“因水温忽冷忽热，鱼类容易生
病，排入的水质也不好把控，养殖风险
较高。”鱼类的粪便和饵料残渣，如果
不及时清理，容易滋生细菌，影响水产
品成活率和质量。自从用上恒温的循环
水养殖，他的水产品养殖密度比外塘提
高了一倍，产量翻番。与传统养殖方式

相比，绿色生态化养殖模式的设施装备
更先进，养殖技术更环保，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较小。

“绿色生态化养殖只是产业园现代
化养殖的一部分，我们还开启了智慧化
养殖。”记者跟随唐金辉来到园区中控
室，大屏幕上，各车间鱼池溶解氧、温
度、pH 值等数据一目了然。唐金辉解
释，智慧渔业物联网管理平台相当于产
业园的最强“大脑”，车间所有设备运

转状况、池塘水温、水质等关键指标都
由智慧管理平台实时监测，还可以连接
到手机上随时查看。

技术员李付彬打开手机，进一步解
释说：“如果有异常情况，我就能接到
平台的报警电话，针对问题只需在手机
上点几下，就能轻松搞定，省时省力又
省心。”有了智慧管理平台的助力，偌
大的养殖车间，只有两名工人在忙碌。

“以前 1000 平方米的养殖车间，要 4 个
人不间断地巡视，用上智能设备智慧管
理，只需 1人即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唐金辉说。

可视化监测系统、互联网+渔业等
先进的渔业管理技术，已经在唐山乐
亭、丰南、曹妃甸等地的工厂化养殖场
推行，推动了海水养殖向信息化、智能
化、现代化转型升级。唐金辉告诉记
者，海马吃的是活体小生物，他们正在
研发能够自动投放活体饵料的自动投喂
机，希望进一步促进渔业养殖向智能化
迈进。

产业园绿色生态化养殖合并智慧化
养殖，有效解决了尾水污染，节约了养
殖成本，通过精确控制养殖环境和管理
流程，有效减少水产品疾病的发生和传
播，提高了成活率和产量。据统计，今
年 1 至 4 月份，唐山市水产品产量达
6.74万吨，同比增长4.23%。

“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工厂化绿色
养殖新模式，带动当地海水养殖业规模
化、标准化发展，在减少对海洋环境污
染 的 同 时 ， 帮 助 更 多 养 殖 户 增 收 致
富。”唐金辉说。

（李 慧参与采写）
上图：在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

发区的智慧渔业产业园海马育种车间
内，技术人员对海马幼苗生长发育情况
进行观测。 董 军摄

河北唐山——

用循环海水养殖
本报记者 邵玉姿

入夏时节，记者来到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防 城 港
市，乘船在海上航行，只
见辽阔的海面上，一口口
深海网箱和一片片蚝排，
星罗棋布、蔚为壮观。

近年来，广西“蓝色
粮仓”建设取得新进展，

“蓝色发展”新动能取得新
突破。2023 年，广西水产
品总产量377万吨，位居全
国第八、西部第一。

防城港市南临北部湾，
发展水产养殖的条件得天
独厚。位于防城港市防城
区白龙珍珠湾的广西海牧
渔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
的深海鱼贝混养企业。

“我们公司投资3000多
万元，在珍珠湾内800亩海
域和湾外 3000 亩海域开展
深海金鲳鱼网箱养殖和生
蚝养殖。”该公司总经理张
弓介绍，将金鲳鱼和生蚝
进行混养或轮养，一方面
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海洋
资源，另一方面混养的生
蚝能有效分解金鲳鱼的排
泄物、饲料残渣以及微生
物等，净化海水，有效保
护生态。

如今，防城港白龙珍
珠湾海域建成了以广西海
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广
东 海 大 集 团 、 大 北 农 集
团、防城港中海养殖有限
公司等企业为主的深水网
箱养殖示范基地。目前，
防城港市有深海抗风浪网
箱数量近 1000 口，养殖水
体约 400 万立方米；在建 2
座深海大型桁架式立体平台型网箱，养殖水体达13万立方米。

近年来，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加大引进培养高层次渔业人
才力度。同时，当地还强化渔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开展

“循环水养殖脱氮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实现对虾的粪
便、虾壳等有效吸收化解，倡导无害化绿色循环养殖，促进
海洋牧场建设。

记者在防城港东湾 403-407 号泊位工程渔业资源生态补
偿人工渔礁预制场看到，一个个庞大的镂空水泥模块整齐地
堆放在海岸边。

“这就是用于渔业资源生态补偿的人工鱼礁，下一步我们
将把这些人工鱼礁投放到防城港市白龙珍珠湾海洋牧场示范
区的深海里。”广西北部湾港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项目主管宋
振彪说。

据介绍，人工鱼礁建设既是保护、增殖海洋渔业资源的
重要手段，也是改善、修复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的一项基础工
程。人工鱼礁投到海里之后，会长满大型藻类，通过藻类吸
收海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进一步净化海洋水质，降低
富营养化程度和赤潮的发生频率，大大改善投礁海域的生态
环境。

同时，人工鱼礁是设置在海底的构造物，形成海底的凸
起，在海流、潮汐、波浪的作用下，实现水体的上下混合和
涡流，促进海底营养盐类的循环，增进浮游生物的繁殖能力。

此外，人工鱼礁的表面是许多附着性饵料生物附着生长
的良好场所，形成极佳的饵料场，吸引鱼类前来索饵、滞
留、产卵，成为鱼类避敌、栖息和繁育的好地方。

绿色海产品从防城港走进千家万户，赏海景、吃海鲜也
让当地出了圈。

今年“五一”小长假，防城港市沿海的涂海艺术村、白
浪滩、金滩、白沙湾等热门旅游点游人如织，不仅附近村庄
的民宿住满游客，周边的酒店也是一房难求。

广西蓝湾旅游有限公司、庆丰设施渔业产业示范区都在
布局渔旅项目，依托养殖基地搭建海上观光平台，打造游钓
型、休闲型、田园型等新型海洋综合体，满足游客与大海亲
密接触，观光、研学、垂钓、采获海鲜的新需求。“十四五”
以来，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持续完善广西沿海城乡电网架
构，提高供电能力，让渔旅产业发展“电力十足”。

在拓展和优化传统滨海旅游的基础上，防城港市深入挖
掘提升渔文化产品和服务，金鲳鱼已成功开发文创产品，形
成特有的渔文化IP，渔旅融合不断出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潘展东介绍，下一
步，广西将抢抓政策机遇，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发挥广西海
洋资源丰富的优势，围绕水产种业培育、海产品精深加工、
装备渔业、休闲渔业等环节，推动海洋渔业全产业链融合发
展，培育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打造中国南部海域“蓝色粮
仓”基地。

下图：广西防城港市白浪滩上，游人如织。 罗 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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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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各地的海水养殖不断向

“绿”前行，向“新”出发。在世界海洋日来临之际，请您跟随本报记
者走进河北、广西、山东，一同探寻中国海水养殖的绿色“新”力量。

“蓝色粮仓”向“新”出发“蓝色粮仓”向“新”出发

又要去“放牧”了。
深夜 11 点，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

八角港，伴随着阵阵马达轰鸣声，船出
发了。刘玉磊望着岸上的家人，直至他
们的身影淡出视线：“这次一别，再团
聚，将是一个多月后。”

离别，对于“放牧人”刘玉磊而言
是常态。今天，他像往常一样，与家人
作别，奔向熟悉的“牧场”，那里没有
广袤的草原，而是一片汪洋大海；放养
的不是遍地跑的牛羊，而是一群鱼儿。

7 个多小时后，这艘船将抵达长岛
南隍城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在那片
深远海，经海系列深远海智能网箱星罗
棋布，刘玉磊正是网箱平台长，负责统
筹平台运转的各项工作。

山东海域辽阔，岸线绵延曲折，长
达 3500 多 公 里 ， 约 占 全 国 的 六 分 之
一。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省份，
2019年，山东出台了《山东省现代化海
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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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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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牧场到底长啥样？

晨曦微露，海面跳着金光。一夜劈
波斩浪，船速缓缓减了下来，终于抵达
南隍城海洋牧场示范区。站在船头遥
望，前方隐约可见几座网箱，星星点
点，呈“品”字形散布于海面之上。

船渐行渐近，它的模样愈加清晰：
四根钢柱直插海底，顶部托着几间白色
的房子，宛若一座漂浮的城堡，挺立于
海天之间。刘玉磊从舱内探出头，指指
眼前的“大块头”：“喏，‘005号’网箱
到了。”

网箱到底有多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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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网
箱，刘玉磊边走边介绍。

奇怪的是，网箱平台如此巨大，却
鲜有人影。“其实，平台运行只需两
人，一人负责运维设备，一人负责养
殖。”刘玉磊神秘一笑，“来，看看我们
背后的‘智慧大脑’。”

“传统网箱养殖，靠天吃饭，多依
赖人力、经验，风险难控。”刘玉磊介
绍，智能网箱最大的区别在于智能化，
依托 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平
台搭建渔业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网箱上
布设 500多个监测点，数据实时上传至
平台，可监测养殖、装备、水质、气象
等信息，“随时调整‘战术’，养殖更科
学了，鱼儿的成活率高达90%，品质也
上来了。”

电子屏上，一张网箱 3D 立体图清

晰可见，“图上一簇一簇的红点就是鱼
群。”刘玉磊说，“坐在这里，就能实时
查看鱼群的分布情况、生长状态；利用
声呐和激光雷达，还能精准数鱼。”

“人脸识别”司空见惯，可在这
里，记者还见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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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体长等信息。

“通过‘鱼脸识别’，我们可以给鱼儿配
上二维码，到了餐桌，消费者可以通过
扫码追溯鱼儿的成长过程，吃得更放
心。”刘玉磊说。

“看，喂鱼也实现了自动化。”刘玉
磊轻点鼠标，全自动饲料灌注系统开始
运转，“网箱共有 7 个投喂口，用哪个
口喂、具体喂多少，大数据平台会自动
分析，给出指令。”

“养鱼先养水，好水出好鱼。以
前，老一辈渔民都是估摸着喂，导致饲
料沉积、水体污染；现在，精准投喂让
鱼儿最大程度吃好，减少了饲料浪费，
也避免了残渣沉积造成的污染，在一定
程度上保护了海底的生态。”刘玉磊
说，相较于传统饲料加注，10人一天时
间的工作量，现在 1人仅需半小时即可
完成，“黑科技”的助力，让他觉得养鱼
是一件轻松的活，“用了最少的人力，完
成了最优的养殖，还保护了海洋生态。”

许多“黑科技”，其实是从一座座
网箱养殖中慢慢“长”出来的。“8座网
箱，各不相同。最后交付的 005 号网

箱，是‘八兄弟’中最聪明的，因为它
的技术经验基于前面 7 座网箱之上。”
刘玉磊说。

在平台上，员工往往一住就是一个
月，遇上恶劣天气，船无法通航，还得
被困在这里更多天。常年待在这片深远
海，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吗？

当天，记者住进了 005 号网箱平台
宿舍，体验了一番深海渔民的生活——

推门而入，屋内洁净雅致，电视
机、除湿器、空调等一应俱全，眺望窗
外，大海一览无余。

在这里生活，海鲜是家常便饭，其
他食物也供应充足。晚饭时间，拐进旁
边的厨房，饭菜飘香，冰箱内，摆着新
鲜的果蔬和肉类。“平时，会有船定期
来送补给，保证员工饮食健康均衡。”
刘玉磊说。

“看看我们的‘健身房’。”跟随刘
玉磊的步伐，顺着楼梯往上走，一片宽
阔的篮球场映入眼帘；篮球场一角，有
一处观景台，远远望去，夕阳的余晖洒
满了海面，几座网箱巍然矗立。

“走向深远海，我们告别了过去露
天养鱼的时代，开启了‘舒适’的养鱼
生活。我常和家人说别担心我，在这里
当渔民，住得好，吃得好。”刘玉磊
说，“每天看着大海，陪着鱼儿健康长
大，就是一种幸福。”

上图：俯瞰长岛南隍城国家级海洋
牧场示范区里的智能网箱。李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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