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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一直致力于渔业管理和技术革新

刘敏强：站在岸上的舵手

在打造海捕虾产业的同时，刘敏强还致力

于复兴“延绳钓带鱼”技艺，这是他出于对渔业

文化的一种情怀。

玉环延绳钓捕捞技艺是我国海洋捕捞史

上的经典之笔，素有“海洋文化活化石”之称，

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

说起延绳钓作业，刘敏强如数家珍。“在干

线（也称绲线）上每隔4米系一根支线，支线末

端系上鱼钩，在海上作业时，一般呈来回U字

形，放平行两排绲线，两排绲线间距约 0.5 海

里，绲线长度共 14 海里。绲线放完后开始起

钓，然后循环往复作业。延绳钓上钩的均是大

带鱼、大鳗鱼，是典型的环境友好型作业。”

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底拖网作业兴起

后，渔场受到挤压，延绳钓从兴旺逐渐走向衰

亡。

2011年7月，刘敏强组织渔民发展新型机

械化钢质单船钓渔船。经过 7 年的努力和实

践，刘敏强团队吸收了古老作业方式的优点，

又创新延绳钓渔法渔具，并一改钓带作业用带

鱼段当饵料的传统，改用秋刀鱼。

在他的带领下，2021年钢质单船钓渔船平

均年产值达600万元，总产值3亿多元，相比其

他作业方式，效益翻番。

如今，在浙江渔场修复、“一打三整治”的

大环境下，玉环延绳钓技艺开创了全国机械

化、规模化延绳钓的先河，为发展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捕捞业提供了成功范例，被有关省

领导誉为“用心用情为渔服务”的玉环样版。

刘敏强也因工作出色，入围2021年度浙江乡村

振兴带头人“金牛奖”提名。 倪建军

将加工环节设置于海上，是许多渔民之前

想都不敢想的事。

2017年的“环保风暴”行动后，玉环当地大

批不达标的鲜虾加工企业纷纷关停。面对困

境，刘敏强和合作社成员共同谋划，投资6000

多万元，在合作社旗下组建玉环市东海鱼仓现

代渔业有限公司，建成集排水量5000多吨的加

工母船（浙玉渔加99999）、过驳子船、生产船于

一体的海捕虾全产业链海上移动加工中心。

鲜虾从入仓到蒸煮、烘干、筛选、去壳脱肉

再到成品装箱，整个过程仅需28分钟。通过配

备的6艘过驳子船，与玉环渔区及周边拖虾渔

船在作业海区形成生产加工无缝对接，对鲜虾

进行即时加工和储运，统一配送国内外市场，

实现“捕捞+加工+储运+销售”一条龙。年加

工虾籽超2万吨，产值2亿多元，鲜虾收购价也

从之前的每公斤4.1元提高到每公斤9元，带动

产业链中拖虾船渔民每年增收1亿多元，带领

当地1000多户渔民增收。

2021 年 8 月，刘敏强团队投资 5800 万元，

经过一年半努力打造的目前国内自动化程度

最高的虾皮加工船“浙玉渔冷 66666”正式投

产，在渔船内，清洗、煮熟、烘干、色选到包装，

全部实现自动化。这条加工船，1小时就可将9

吨鲜虾烘干加工成3吨虾皮，一年可为渔民带

来2亿元的收益。

“双航母”海捕虾全产业链的成功，让刘敏

强坚信，形成产业链、致力共同富裕的路子走

对了。

此外，刘敏强还积极发挥合作社的“孵化

器”作用，先后为合作社培育了6家渔业龙头企

业，涵盖海上加工、基地暂养、冷链加工、捕捞

产销一体化等产业，让玉环渔业经济摆脱之前

单打独斗的困境。

2月17日上午8时20分许，距离上班还有10分钟，刘敏强像往常一样先到合作社应急指挥平台监控室，观察大屏

幕上自己合作社下辖渔船海上作业的实时动态。这是刘敏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刘敏强，这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是玉环市民主渔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从事渔业工作近30年，致力于渔业管理和技术革新，被当地渔民亲切地称为“站

在岸上的舵手”。

刘敏强牵头的玉环市民主渔业专业合作社是玉环市最大的基层渔业经济组织，拥有192艘渔业船舶，占玉环市渔

船总数的40%。多年来，他践行“精品渔业、特色渔业、优势渔业”理念，带领渔民兄弟奔向共同致富之路，取得了一系列

硕果。

创新思路兴渔业

2016 年前，玉环的渔船在海上作业，都是

各管各的，上岸后各种渔船证书及相关审批事

务，均由各自挂靠的村（社区）代办，当时光坎

门片挂靠渔船的村（社区）就有十几个。这种

模式存在办事不全、业务不精、过程繁琐、管理

成本高等弊端。

刘敏强意识到，没有好的平台，渔业高质

量发展就无从谈起。2016 年 10 月，刘敏强所

在的渔业合作社进驻坎门街道渔业“三位一

体”综合服务中心，致力于基层渔业安全管理，

承担全程证书、保险代办以及应急指挥平台

监控等服务职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渔业服

务和经营架构，成为全省渔业“三位一体”改

革的一个亮点。

近年来，玉环捕捞业支柱——桁杆拖虾作

业，生产的海捕虾受海上运输时间长、物理保

鲜难度大等因素影响，引发了食品保鲜剂超标

使用等问题，成为制约渔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刘敏强带领团队，经过半年摸索，发明了

海捕虾烘干设备，使拖虾船逐步摆脱了对保鲜

剂的依赖。目前，玉环市所有桁杆拖虾渔船都

免费使用这项发明成果，不仅解决了食品保鲜

剂过量使用的难题，而且提高了海产品品质。

如今六七十元一袋的虾干成了市场抢手货，一

年可增加产值5000多万元，平均每艘拖虾渔船

年利润增加二三十万元。

想别人之“不敢想”

让非遗技艺重放光彩

“5000 元、6000 元、8000 元……今年种植的

头茬草莓不仅产量高，价格又好，卖草莓的收入

一天比一天高。”日前，在建德市杨村桥镇官路村

梓木畈田间，小仙家庭农场负责人徐金仙一边弯

着腰，开心地采摘草莓鲜果，一边喜出望外地说

道。今年，徐金仙共种植12亩“黑珍珠”“粉玉”

“红颊”等优良品种的草莓，每天采摘量达150多

公斤，平均每公斤价格达 50 元，短短两个月时

间，总收入已达25万元，成为当地一位家喻户晓

的草莓种植能手。

当日一早，笔者来到杨村桥镇官路村，只见

草莓大棚一个挨着一个，足足有一二百亩左右。

可这么多的农户种草莓，有的高兴，有的却在叹

息，收入差距很大。几位正在采摘草莓的阿姨告

诉笔者：“这一带种植草莓，就数徐金仙种得最好

卖得最好！”

同样是种植草莓，收成却有天壤之别。那

么，徐金仙种草莓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来到徐金仙的种植基

地。五十开外的徐金仙笑咪咪地说，种植草莓

是一项技术活。首先，要选择好种苗，一定要选

择优质高产的品种。其次，在种植前要根据土

壤肥力特点，提前做好地块的开沟和施肥；在培

育时要应用生物防治技术，如大棚放蜂、设置粘

虫板等，最好采用肥水一体化施肥技术，这样培

育的草莓植株叶片肥厚、茎秆粗壮，为培育大果

型草莓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三，在销售上，除了

批发零售外，还要注重农旅结合，带游客进大棚

采摘、休闲。推进多元化经营，不仅可拓宽草莓

的销售渠道，同时也能提高亩均效益。徐金仙

强调，种植草莓除了勤管理外，注重肥水控制和

病虫害防治，是促进草莓增产增收的关键，否

则，就会影响收成。对于今年的草莓收成，她信

心满满地说：“今年草莓亩产值预计可达 6 万

元，每亩比去年增加2万元，有望是种植草莓以

来收成最好的一年。” 宁文武

徐金仙：科技育出“致富果”

刘敏强（左）正在精品海鲜暂养基地查看九节

虾（学名斑节对虾）。

““浙玉渔加浙玉渔加9999999999””的生产车间的生产车间。。

徐金仙展示她种植的草莓徐金仙展示她种植的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