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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鲟鱼换池或做B超都需要担架抬。
（图片由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宁夏黄河经济鱼类水产种质资源场工作
人员在作业。

盐池螺旋藻养殖基地盐池螺旋藻养殖基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蒲利宏蒲利宏 摄摄

提及贺兰县“稻渔空间”，除了
“网红”打卡地，还是“稻”“渔”灵动
相融、立体养殖的新天地，更是铺开一
幅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绿色画卷”。

宁夏水产养殖历史较早，从微
小到壮大，逐渐发展成为西北地区
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和水产品集散
中心。然而，随着现代物流高速发
展，外来水产品大量进入宁夏市场，以
其价格优势对宁夏水产品造成冲击，
我区水产养殖业一度陷入高投入、高
产量、低效益的恶性循环。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建设进程中，宁夏渔业主动融
入国家战略、重塑自身价值，“游”出
先行之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横向
调优结构，纵向调长链条，稳定常规
鱼、发展名优鱼、恢复生态鱼，走出
了一条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 绿 色 为 引 领 ，以 绿 色 添 效
益。2021 年，我国首部农业绿色发
展专项规划——《“十四五”全国农
业绿色发展规划》印发，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农业绿色发展“五个明显”的
目标，即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产
地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农业生态系
统明显改善、绿色产品供给明显增
加、减排固碳能力明显增强。

稻渔综合种养、池塘流水槽循
环水养殖、大水面生态增养殖……宁夏多种绿色
健康高效养殖技术模式，正是“五个明显”的有益
实践。宁夏推进渔业绿色发展，把“绿色”贯穿生
产、加工、流通乃至消费全过程——从重塑产业链
上发力，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链，全面提升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比如，在生产环节，推进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加工环节，坚持循环发展，融合
发展；流通环节，健全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黄河之畔，做好“水”文章，畅游“渔”之路。宁夏
渔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始终坚
守渔业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持续
调整优化渔业结构，全面提高质量效益和市场竞
争力，才能“游”向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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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正在建的是冬暖养殖大棚，以冬天
储存螃蟹为主，也是螃蟹的中转站。这几年，每逢
春节期间宁夏人吃的螃蟹都是从外地运来的，以
后宁夏人过年也能吃到本地养殖的新鲜螃蟹了。”
5月 26日，银川市西夏区军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常树华说。

已从事螃蟹养殖 10年的常树华说，稻田养蟹
周期短，一般 5月放苗，9—10月抓捕，短短 5个月
的养殖时间，螃蟹长不大，价格自然也就上不去。

“加之 10月份正值稻田蟹上市高峰期，养殖户没
有市场话语权，只能低价卖给经销商。”常树华说，
很多商家以低价收购宁夏稻田蟹，待育肥一段时
间后，在春节期间再高价转卖到宁夏。

为了解决稻田蟹在宁夏过冬的难题，今年西
夏区镇北堡镇同阳新村申报了高端水产养殖发展
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1517.82万元，与银川市西
夏区军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建设高标准
螃蟹、鲈鱼等特色水产品精养池 172亩，并配套高
标准养殖设施，完善化验室、实验室、培训室及办
公室等场地设施。

指着眼前的施工现场，常树华说，这里准备建
两栋冬暖养殖棚，每栋棚 5000平方米，可储存螃蟹
1 万公斤—1.5 万公斤。3 月开工，目前已建成了
1 栋，另一栋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7月可完工。10
月底，宁夏稻田里的螃蟹将“搬”入温棚，育肥2到 3个
月，春节前上市，届时不仅螃蟹的个头大，且错峰
上市，价格至少翻番，大大增加农户的收入。

“有了冬暖养殖棚，以后我们合作社可以实现
自己养、自己销，每年可多收入 100多万元。”常树
华说，等棚里的螃蟹卖完后，空闲的棚用来养殖鲈
鱼，一年可养殖 1 万公斤，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收
入，不仅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也提高了农户和村
集体经济收入。

把稻田里的把稻田里的
螃蟹螃蟹““搬搬””入温棚入温棚

本报记者 张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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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万元 1 公斤的鱼子酱让
人望而却步，可你知道吗？如今
宁夏也有了鱼子酱生产企业。

5月 27日，记者走进石嘴山
市富慧翔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养殖车间，6000多平方米
的棚内，方形鱼池被整齐隔开，
2 米多长、周身灰褐的鲟鱼在鱼
池畅游。

鲟鱼是世界上现有鱼类
中最古老、寿命最长的种群之
一，素有“水中活化石”之称。随
着鱼子酱市场需求不断增长，逐
渐兴起了鲟鱼人工饲养和加工
产业。鲟鱼鱼子酱因其稀少的
产量和乌亮的色泽被誉为“黑色
黄金”。

说起在宁夏建厂生产鱼子
酱的初衷，石嘴山市富慧翔生态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孟宪富笑着说：“通常大杂鲟
1 尾可加工5公斤鱼子酱，其成本
2万元，利润 3 万元；鲟鳇鱼 1 尾
可加工 15 公斤鱼子酱，利润达
到9万元。”

“鲟鱼养殖或进军鱼子酱生
产的门槛很高，一条鱼产卵要等
上七八年或更久，投资大、成效
慢，一般人没有耐心，更重要的
是每一个环节都有技术要求，并
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孟宪富接
着说：“虽然养殖周期长、投入

大，但销售市场广阔，未来一定会为企业和当地渔
业发展带来不小的红利。”

2019年，公司落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
枣香村，总投资 5500 万元，发展设施水产养殖和
温棚果蔬及休闲农业项目，占地面积 240亩，主要
以养殖鲟鳇鱼为主，生产高端鱼子酱，项目计划
5 年完成。

目前，石嘴山市富慧翔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养殖 15公斤以上鲟鱼（产子鱼）1300多尾，
各种体格大小不同的鱼 14万多尾，已建成鲟鱼养
殖车间棚 6000平方米，高位蓄水池塘棚 3500平方
米，循环沉淀池塘 2000平方米，58个标准化养殖
鱼池按生长周期长短投放、养殖鲟鱼。

目前石嘴山市富慧翔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鱼子酱加工车间生产设备已安装完成，预计
今年 11月开工生产，年底可产鱼子酱 1到 2吨，产
品将销往北京、四川、山东等地。“我们现有最大的
鱼 2米多长、140公斤左右。B超显示，这几条产子
鱼腹内鱼子圆润饱满，一条鱼产出的鱼子酱销售
额在15万元左右。”孟宪富说。

从鲟基地养殖、研发，到鱼子酱加工，到仓
储智能管理、市场营销体系打造，再到乡村休闲
旅游，石嘴山市富慧翔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正在努力打造“三产融合全产业链”。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养殖 25 公斤以上的鱼 2 万
尾，年产加工鱼子酱 2 到 4 吨，预计产值可达
2000万元。

游向全国“跃”出国门
本报记者 张 瑛 文/图

近日，记者走进宁夏青鳞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5200平方米的锦鲤养殖温室内，一
尾尾色彩斑斓的锦鲤在池中嬉戏……

“别看现在水面平静，一投食全上来
了。”公司负责人芦伟说话间，把一瓢鱼食
撒下鱼塘，锦鲤争先恐后游来抢食。

“这池锦鲤刚完成了生产，目前正在
‘坐月子’，3 天后打完消炎针放入室外鱼
塘，适应自然环境，准备第二年的生产。”芦
伟指着池中的锦鲤说，旁边的鱼池是刚出
生“鱼宝宝”的“幼儿园”，这些“鱼宝宝”3天
长出眼睛，5到 7天孵化为鱼苗，9月份可上
市销售。

2014年，26岁的芦伟毅然辞职，在银川
市兴庆区大新镇塔桥村建场养殖锦鲤。

2019 年，芦伟从日本花 4 万元买回一
条锦鲤，可是到了生产期，芦伟没有养殖经
验，导致锦鲤在排卵过程中难产而死，几万
元打了水漂。

“南方能养出高端的锦鲤，不信在北方

养不出一条好鱼。”不服输的芦伟多次到广
东等地的大型锦鲤养殖场取经，并买了许
多专业书籍钻研学习，芦伟自己尝试买种

鱼培育鱼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大降
低成本的同时，养殖的锦鲤无论是数量还
是品相上都有了明显提升。

2020年，宁夏青鳞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占地 500多亩的养殖场落户银川市兴庆区
掌政镇镇河村。“目前，公司主要有红白锦
鲤等 4个名优品种，拥有 20组种鱼组，年孵
化鱼苗200万尾。”芦伟说。

宁夏青鳞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锦鲤花
纹漂亮、骨架匀称、体态优美，备受市场欢
迎，已“游”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甚至

“跃”出国门，销往越南、缅甸，一尾锦鲤
成交价低则几百元，高则三四千元，甚至
上万元，今年该公司销售额预计 350万元
左右。

“与普通的水产品相比，锦鲤发展前景
广阔，下一步我们准备将锦鲤产业与乡村
休闲渔业、旅游服务业融合发展，带动更多
的农户加入其中，共同增收致富。”展望未
来，芦伟信心满怀。

创新引擎驱动渔业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张 瑛 文/图

5 月 29 日，记者走进固原市丰和渔业
科技有限公司设施温棚内，只见一个大水
池内鱼翔浅底，成群的斑点叉尾鮰鱼悠然
嬉戏，不远的前方是一排排立体栽培架，架
上的生菜、芹菜长势喜人。

截至 2021年，宁夏渔业面积已稳定在
50 万亩，其中水产养殖面积 35 万亩，水产
品产量 16.6 万吨，人均水产品占有量持续
位居西北五省（区）之首。

“宁夏现有的水产养殖品种，从最初开
始驯化养殖鲤鱼 1个品种增加到目前的 43
个，既有鲤鱼、草鱼、鲫鱼等常规品种，又有
鲈鱼、鲟鱼、鳜鱼等名优品种，既有虾蟹等
甲壳类，又有甲鱼乌龟等爬行类，还有大鲵
牛蛙等两栖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渔业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郑岚萍说。

宁夏水产养殖模式由最初的小面积坑
塘鲤鱼人工驯养，发展到现在集成创新出
了一大批在全国知名的渔业先进技术和模
式，特别是设施温棚养殖、稻渔综合种养、

池塘流水槽循环水养殖和大水面生态增养
殖等多种绿色健康高效养殖技术模式，在

全国多地得到推广。其中，具有宁夏特
色的“设施养鱼+稻渔共作”等多种生态
循环综合种养新模式，实现亩产收益“千
斤稻、千斤鱼、万元钱”，水资源利用率、
土地资源利用率、亩产值、亩利润随之
提高。

宁夏创新的鱼菜生态种养模式，单棚
效益预计增加 1—5万元；南美白对虾工厂
化养殖实现全程不换水、不施药、尾水零排
放，亩效益 10万元以上；在盐池县和石嘴山
市大武口区实施的“以渔改碱”，充分利用
盐碱地、卤水资源，发展螺旋藻养殖及精深
加工，螺旋藻干粉加工能力达到 1000吨、真
空灌装丰年虫卵制品生产加工能力达到
600 吨，预计新增产值 1 亿元以上，特别是
贺兰县“‘稻渔空间’一二三产融合”模式被
纳入自然资源部 2021 年发布的 11 个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也被农业农村部
列为在全国推广的六大主要养殖尾水综合
治理模式之一。

“啥？盐碱地里还能养螺旋藻？”近日，
记者走进盐池县怡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
螺旋藻养殖基地，只见近千座养殖大棚一
个挨着一个，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醒目。
大棚里的水池里长满了螺旋藻，智能搅拌
机在不停转动，产生层层波浪。在这里，一
个个大棚就是螺旋藻生长的“家”，不仅为
其遮风挡雨，还阻断了污染。

盐池县惠安堡镇老盐池村大多为盐碱
地，光照充足，这些都是螺旋藻生长的必备
条件。两年前，盐池县怡健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从当地流转 1500亩盐碱地开发螺旋藻
产业，同时利用周边大量盐碱水为生产提
供水源供给。

“螺旋藻生长周期一般在 4天左右，之
后对螺旋藻进行杀菌消毒处理，并经过水

泵打压到生产车间，经过脱水、压缩、烘干
等工艺，就可以制成螺旋藻粉。再经过一
系列深层过滤、提取工艺之后，升级为蓝藻
蛋白粉、压片等高端产品。”该公司生产厂
长黄秀群说，目前该基地已提供就业岗位
60多个，工人月平均工资5000元左右。

2020年，该公司总投资 1.2亿元，建成
螺旋藻养殖基地 1500 亩，螺旋藻棚 1000
座，年生产螺旋藻粉 800 吨、小球藻粉 80
吨、藻蓝蛋白 80吨，加工各类片剂 600吨，
实现年产值 7000 万元。产品主要销往日
本、美国、泰国及西欧等国，去年出口创汇
600万美元。等今年年底项目全部建成投
产后，每年产值可达2亿元。

“我们的项目不单单是生产保健食品，
公司已初步形成种植基地、加工基地、销售

平台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推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黄秀群说：“盐池县专门出
台扶持政策，支持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
’模式，对参与螺旋藻规模化养殖的每棚每
户都给予一定补助。目前企业每年可带动
100多户养殖户创业致富，真正实现了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近年来，盐池县引进东部的渔业养殖、
藻类加工企业，大力推进万亩盐碱生物科
技产业园项目建设，总投资 8 亿元，争取
5 年内建设螺旋藻培育基地 9000 亩、螺旋
藻育种基地 100亩、微藻培育初加工和藻蓝
蛋白精深加工区 1300 亩。项目全部建成
后，落地投产螺旋藻生产企业可达 5 至 6 家，
年产螺旋藻 1万吨、藻蓝蛋白 800吨，年产
值将突破5亿元。

盐碱地里“长”出螺旋藻产业园
本报记者 蒲利宏

芦伟查看锦鲤的生长情况芦伟查看锦鲤的生长情况。。

宁夏优化布局建设宁夏优化布局建设““蓝色粮仓蓝色粮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