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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润泽 渔歌新唱
——全省淡水渔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见习记者 张枥元

去年来，我省“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工程加速推进，淡水渔业作为“土特产”的重要成员，不断探索产业增效，富民增收新路径，助力缩小“三

大差距”。

一筐筐活蹦乱跳的鱼虾蟹贝，昭示着产业活力。今年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269.61万吨，同比增长5.2%。近年来，我省发展了千岛湖淡水

鱼、吴兴太湖蟹、诸暨珍珠等规模超10亿元的淡水渔业产业链15条，设施养殖规模较“十三五”末增长近1.5倍，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较“十三五”末增长

85%，即将突破百万亩。全省渔民人均纯收入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浙江渔业的“金字招牌”熠熠生辉。

今年5月，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正式被联

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向世

界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文化自信。

德清县阜溪街道小山漾淡水珍珠生态养殖基

地，是“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的重点保护区

域。碧波之上，一排排白色浮标串联成线，宛如水面

佩戴的“珍珠项链”。当地农户张国勇划着小船穿梭

其间，他承包的珍珠养殖面积超过2000亩。“鱼蚌立

体生态养殖，不仅珍珠创收，养鱼的收入也很可观。”

张国勇说。

德清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深入

推进“珍珠+”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已将珍珠用途拓展

至美容、保健、文旅等领域，逐步构建起“产学研游”

一体发展格局。目前，德清珍珠深加工年产值超70

亿元，占全国总量约十分之一，带动就业近2万人。

走进龙游县龙和渔业文化园，湖光、林影、草地、

湿地交融共生，湖中百余斤的“鱼王”自在游弋，园内

200多种植物错落生长。“文化园占地1200亩，总投资

1.8亿元，集休闲娱乐、科普培训、休闲垂钓、餐饮服

务、旅游观光等于一体，‘渔’味十足。”园区负责人介

绍，作为“农旅、体旅、文旅”相融合的乡村振兴田园

综合体，文化园分为科技养殖示范区、水产品加工联

动区、渔文化休闲旅游区、共享共富创新创业区四大

功能板块。近年来，该园区已举办国家级垂钓赛事

40余场，吸引不少流量，不仅为当地乡村旅游和休闲

体育注入强劲动力，也推进了淡水养殖业的转型升

级。

近年来，我省溪流鱼、罗氏沼虾与中华鳖三大渔

业“土特产富”产业发展蓬勃。深耕“浙江溪鱼”新赛

道，溪流鱼产业已形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苗种繁育与

养殖产业链，光唇鱼、马口鱼等品种成功突破工厂化

规模繁育及池塘集约化养成技术，亩产达2000公斤，

亩产值超20万元。罗氏沼虾产业发展迅猛，全省虾

苗年繁育量超 200 亿尾，带动全国良种覆盖率达

70%，养殖面积 7.3 万亩，相关经营主体逾 2000 家。

作为传统优势水产品，中华鳖的产业链建设也持续

深化，育种创新能力和生产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目前，我省大力宣传“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湖州

桑基鱼塘系统”“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等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讲述“范蠡鱼经”

“古法养鱼”“巨网捕鱼”等经典渔俗故事。休闲垂

钓、渔事体验、渔宴美食、渔科科普等多元业态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渔业+”融合发展的浪潮，正全面提

升产业链价值。

从设施渔业的科技之光，到稻渔共生的生态之

美，再到产业融合的共富之路，浙江淡水渔业高质量

发展蓄势而发，把推进渔业“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

质优价与发展轴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产业

兴、就业旺、收入增”良性格局，打造了一批乡村共富

的“富民鱼”“幸福鱼”。

产业融合促共富

在近日召开的全省淡水渔业高质量发展现场观

摩培训活动上，作为参观点之一的湖州市南浔区东裕

桶装鱼养殖示范基地，100多个融合水质监测系统、增

氧系统、自动投料系统以及尾水处理系统等多项高科

技的养殖“圆桶”整齐排列，银光闪闪，蔚为壮观。

公司负责人吴华东介绍，这些直径25米的“超

级大圆桶”以镀锌材质构建，特别适合大规模集约化

养殖，单池可承载鲈鱼苗种3万尾，并且采用推流增

氧技术形成0.3米/秒环流，既增强鱼类体质，又提升

排污效率三成。

“我们是全省首个大型淡水陆基循环水养殖示

范基地，历经三代技术迭代，现在的大棚结构冬暖夏

凉，保温隔热一流，能让鲈鱼‘错峰上市’，避开旺季

竞争，效益自然上去了。”吴华东说。更可贵的是，基

地运营两年间，摸索出“统一供苗-技术托管-订单

回收”的联农带农机制，已帮扶72户低收入农户，户

均增收达2640元以上。

在衢州市衢江区太真乡银坑村，54个直径4米

的镀锌板帆布鱼池如银盘镶嵌，在钢结构大棚下折

射出微蓝光影。这里是衢州铭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为清水鱼量身打造的“水上健身房”。养殖过程中，

鱼体先经15天静养修复，再通过水流刺激促其运动

脱脂塑形，同步利用山泉水调水增强免疫力，配合水

质、药残等实时监测与检测，确保鱼肉无泥腥味，肉

质紧实鲜嫩且安全。

“去年，50多万公斤清水鱼‘游’进了杭州等地

餐桌，销售收入近2000万元，为银坑村增加集体经

营性收入30多万元。”公司负责人蔡卫平说。

衢江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衢江

清水鱼提质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成功入选浙江新型

设施养殖和生态养殖案例集，为推动山区渔业绿色

高值化转型升级，助力乡村产业升级与就业增收提

供了经验。

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设施渔

业是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是渔业模式

技术创新的综合集成，更是突破渔业发展空间约束

和资源环境制约的破题之道。目前，我省设施养殖

总产量为67.1万吨，设施养殖总产值118.7亿元。

设施渔业出风头

提起海盐，小龙虾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今年

4月，该县稻渔全产业链入选2025年省“土特产富”

单条产值10亿元以上重点培育产业链。

每年5月初到6月中下旬，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

节。“那段时间是最忙了，现在小龙虾的上市高峰期

刚过去，正好安心种水稻。”海盐县望海街道建黎家

庭农场负责人徐建良是嘉兴市最早一批尝试稻虾种

养的大户之一，他深谙这项产业的“致富经”。“虾苗

要早投，养虾秘诀嘛，一看水清不清，二看草好不

好。水草配得讲究，虾才长得旺！”今年，徐建良把稻

虾综合种养面积扩大到了580亩，在他的科学种养

下，亩均收入稳超5000元。

“稻虾综合种养每年亩均为农民增收2000元，

是传统种粮效益的6倍以上，我们海盐生产的稻谷

生态优质，养殖的虾干净肥美，再现了新时代生态

高效的稻田渔歌图。”海盐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据介绍，2024 年，海盐县 236 户稻虾种养

户中，仅小龙虾产值超50万元的就有96户，超100

万元的有 41 户，“种好稻、养好虾、能赚钱”成了共

识。

在长兴创意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稻蛙共

生种养基地，刚下过一场雷暴雨，工作人员正忙着

消杀场地，抑制稻田有害菌繁殖。“6月投放在稻田

的黑斑蛙小蛙，这个月底开始到 10 月都能够捕捞

成蛙，在 11 月水稻收割前基本捕完。”公司负责人

介绍，基地选用优质水稻品种，亩均产量达 500 公

斤，蛙稻米产品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平均售价每

公斤16元，亩产值8000元；黑斑蛙通过无公害认证

和无抗认证，每公斤售价达 30 元，亩均产量在 500

公斤以上，亩产值达 1.5 万元；综合亩总产值达 2.3

万元，亩均效益1.2万元，实现了粮食生产和经济效

益双赢。

放眼全省，浙江已建成15个稻渔重点县和208

家省级重点基地，在浙北平原、浙东沿海、浙中西盆

地，稻渔综合种养全面开花，无论是稻虾、稻鳖还是

稻鱼，各地因地制宜，形成颇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格

局。今年二季度，全省稻渔综合种养推广面积达

95.4万亩，较去年新增5.8万亩；近3万家实施主体、

70 余项科研项目、2000 余项基建工程、约 6 亿元投

入，增加农民收入近19亿元。

稻渔共生绘“丰”景

““稻虾共作稻虾共作””养殖基地水稻栽播养殖基地水稻栽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