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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韶华：“恋”上珍珠的“鱼二代”
成人手掌大小的蚌，用专业工具撬开蚌壳，取出圆润光洁的珍珠。很多喜欢看网络直播的朋友们，对珍珠蚌应该不陌生。从蚌中取出的各色珍珠，可以加

工成项链、耳坠等漂亮的首饰，受到爱美人士的青睐。

近日，笔者来到武义县王宅镇四八店村的韶华珍珠养殖场。只见宽广的水面波光粼粼，一条条用绿色饮料瓶做成的浮漂浮在水面上，与浮漂相连的编织网

里，“住”着一只只珍珠蚌。“今天我很高兴，刚刚收完鱼，价格不错，草鱼都卖到20多元一公斤；珍珠蚌苗需求量很大，价格也是七八年来最高的。鱼蚌共生，产

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养殖场负责人朱韶华说。

在养殖珍珠蚌之前，朱韶华是个典型的“鱼二

代”，家里拥有多口鱼塘，进行鱼种繁育。在武义从

事繁育蚌苗后，朱韶华在繁殖场附近流转了几亩水

塘，养殖草鱼等四大家鱼，利用鱼的排泄物繁育珍珠

蚌苗，在产出珍珠蚌苗的同时还能产出鱼，达到鱼蚌

共生、鱼蚌双赢的效果，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在养鱼的过程中，爱动脑的朱韶华还想出了一招

“抬网+吊鱼”式的捕鱼方法，既减少了人力，也提高了

捕鱼效率和鱼的品质。他把鱼网固定在鱼塘中的4根

竹桩上，三边固定，一边开一个口子，让鱼儿进入吃食

（一般设在饲料投喂区域）。要捕鱼时，开起投料机投

喂，鱼儿便从开口处进入鱼网抢食。估算鱼商需要的

鱼量，瞅准时机拉动开口处机关，鱼儿就被关在了网

中。鱼商的车子一到，通过固定在竹桩上的滑轮和一

根竹竿进行抬网，把鱼捞进鱼桶中。配合岸边的吊机

将鱼桶吊上运鱼车。这样捕上来的鱼儿清清爽爽，没

有一点泥水。鱼品质也特别好，没有泥土味。捕一网

鱼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能完工，并且只需要3个人操

作。而以前传统拉网式的捕鱼至少要10多个人拉网，

多花上两三个小时，人累得够呛，还有很多泥水被吸

入鱼体，降低了鱼的品质和口感。

从去年开始，朱韶华夫妇又增加了黄颡鱼的养

殖，为自己提供繁育珍珠蚌苗用“寄主鱼”、节约生产

成本的同时，也可为其他蚌苗繁殖户提供“寄主鱼”，

又开辟了一条增收渠道。 王超亚 王东方

鱼蚌共生开辟“致富路”

因祸得福成就“珍珠恋”

朱韶华是金华人，是武义女婿。1999年，一次

偶然的机会，朱韶华接触到了珍珠行业。次年，朱

韶华开始在湖州、江西、湖北等地与他人合伙养殖

珍珠。邹银仙是武义远近闻名的插片种蚌能手，经

常带着一群“插片人”到全国各个珍珠养殖场插片

种蚌。

2001年夏季，正当种蚌生长关键时刻，一场洪

水夹杂一家工厂排放的废水冲进了朱韶华在湖州

的珍珠养殖场，母蚌和待种的蚌全部死亡，损失达

40多万元。这场突然袭来的天灾击倒了朱韶华，蚌

死光了，插片种蚌的人也都走了。第二天中午，朱

韶华躺在守蚌的小房子里失神。“朱老板，朱老

板……”突然，朱韶华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轻喊声，他

睁眼看到，上午已离开养殖场的邹银仙站在床边。

原来，已买了车票准备回武义的邹银仙，一路上越

想越不放心。“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把工费、

交通费一分不少地付给了我带出来的30多名‘插片

人’，我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回武义，得帮帮他。”于

是，邹银仙毅然返回养殖场。就这样，当年，朱韶华

虽然损失了全部珍珠蚌，却娶回了一位意志坚强、

勤劳能干、善解人意的妻子。大家伙把朱韶华和邹

银仙的结合称为“珍珠恋”，不失为一段佳话。

匠心养蚌成为“领头羊”

21世纪初，随着珍珠蚌养殖业进入微利时代，

珍珠蚌养殖户纷纷转行，但朱韶华夫妇从未放弃，

毅然决然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珍珠养殖的事业中，

苦心钻研养殖技术。

2013年，朱韶华利用“简易温棚三角帆蚌早繁

技术”，在王宅镇四八店村做了256个池进行蚌苗繁

育。养蚌苗比养珍珠大蚌技术更加复杂，人也更加

辛苦。蚌苗繁殖离不开黄颡鱼，可以说黄颡鱼是蚌

苗繁殖时的“保姆”。繁育蚌苗时，种蚌所产生的钩

介幼虫需寄生在黄颡鱼的鳃瓣和鳍条上。黄颡鱼

因受刺激而分泌出一种黏性物质包裹钩介幼虫，幼

虫即以分泌物为营养，完成变态过程，才能变成稚

蚌。在钩介幼虫变态成稚蚌前，需将黄颡鱼小心地

转移到稚蚌培育池，从黄颡鱼身上脱落的稚蚌，才

能自由地在池底生长。为防止稚蚌堆积，朱韶华夫

妇每天都要在蚌池上用手掌来回搅动池水。棚外

的气温10多度，棚内往往能达到四五十度，不要说

干活，哪怕在里边站个几分钟就是一身的汗。看到

妻子累得又黑又瘦，朱韶华心疼不已。但邹银仙乐

观地说：“咱练的是太极，洗的是桑拿，乐在其中

啊！”

随着育苗技术不断提高，前景越来越好。2014

年年初，朱韶华拆除了设施落后的简易竹棚，采用

钢管搭架，育苗池也扩大到576个。在金华市科技

特派员、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淡水珍珠养殖专

家张根芳的指导下，建成了自动化供水循环系统。

随后朱韶华又研制出“气流搅动捧”，搅苗池时，站

立着身子，拿着“气流搅动捧”就可以全方位地把池

子搅遍，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人也无需那么劳

累。

当时，不少培育幼蚌的专业户，利用太阳能大

棚薄膜保温提高珍珠小蚌上市时间，缩短小蚌养

殖周期，提前出苗抢占市场先机。但朱韶华发现，

依靠这种方式，一旦遇到气温下降或阴雨天气，大

棚里的气温往往达不到要求，会影响稚蚌生长，如

若出现“倒春寒”，还会造成稚蚌死亡。通过多方

考察，朱韶华决定采用锅炉来控温。温度不够时，

利用烧锅炉，通过水泵、水管，把热水引到各个保

温棚里，提升棚内温度，这样不管是阴雨天气，还

是“倒春寒”，都能确保棚内的温度适合稚蚌正常

生长。经过多次试验，朱韶华终于熟练掌握了这

项技术，这项技术也成为金华市幼蚌养殖业中的

首创。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朱韶华的养殖基地先后

成为金华市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

浙江省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

示范场，获得“关于一种防止贝苗堆积的育苗方法”

专利、“关于三角帆蚌新品种选育F4代扩繁和保种”

和“关于纯紫色淡水珍珠定向培育技术研究”等成

就，真正成为了武义繁育蚌苗的“领头羊”。

江山市碗窑乡天井村67岁的刘善土，在本应安度

晚年享受天伦之乐时养起了土蜂，在边学边干中把养

蜂事业逐渐做大，既增加了收入，也充实了老年生活。

走进刘善土家，只见房前屋后，到处摆放着一个

个土蜂桶，不时有蜜蜂嗡嗡飞过，让这个静谧的农家

小院充满生机。他和老伴正在一起割蜂蜡取蜂蜜，看

着蜂巢中不断溢出的蜂蜜，刘善土的脸上布满了笑

容，“今年的蜂蜜要比往年多”。

刘善土说，他从16岁起就学做油漆工，后来又改

做房屋装潢，在衢州、杭州等城市打拼了 30 多年。

2018 年，他回到家乡准备安度晚年。正当他感觉无

聊，想充实一下晚年生活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

到了土蜂。那一天，他看到家门前飞来一群土蜂，想

到天井村位于碗窑水库库区大山里面，山清水秀，空

气好、环境好、无污染，四季山花不断，便立马把它收

了起来，开始试养土蜂。

然而，养土蜂对于长期做房屋装潢的刘善土来

说，可是一窍不通。为了解土蜂的生活习性，他几乎

每天围着蜂桶转，仔细观察蜂群活动，有时甚至被蜂

蛰得鼻青眼肿。为了掌握土蜂养殖技术，他不仅上网

查找养殖技术，还四处求教，边学边干。遇到不懂的

地方，就向江山市农业农村局的专业技术人员求助。

就这样，经过3年的学习摸索，刘善土基本掌握了

土蜂养殖管理要领，养殖规模逐渐增加到100多桶，所

产的土蜂蜜因采集百花酿造而成，蜜色深黄、香味醇

厚，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刘善土说：“我的蜂蜜除了销

往江山，杭州、江苏、福建等地的客户也很多，大家在

网上买了一次之后，第二次还会来买，基本上都是回

头客。”

据了解，去年他的土蜂蜜产量近300公斤，按市场

行情每公斤180元计算，年增收超过5万元，今年估计

产量还要多。老刘说，他返乡创业养土蜂，并不是完

全为了赚钱，而是想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精彩。不

过，随着乡村旅游兴起，游客越来越多，下一步他想扩

大养蜂规模，让更多游客能买到纯天然的土蜂蜜。

柴珠根 危岳

刘善土：老有所乐养土蜂 年收入超过5万元

朱韶华夫妇在喂鱼朱韶华夫妇在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