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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大黄鱼何以走俏全国？
□□东南网记者东南网记者 叶伏国叶伏国 周涛周涛 邱丽娟邱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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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濒临枯竭到产值超百亿元

夏夜，在宁德三都澳白基湾海域，星
星点点的灯光打破了海面的静谧。10 多
名渔民头戴紫红色头灯齐声拉网，只见
网里金灿灿一片，“咕咕咕”叫成一团。

“大黄鱼体内含有一种黄色色素，这
种色素见光会被分解，因此大黄鱼基本
在夜间捕捞，这时候捕捞的鱼金灿灿的，
特别亮眼。”养殖户陈德爱一边向记者介
绍，一边指挥着工人将拉起的大黄鱼进
行分拣、装箱、加冰锁鲜，随后装船上岸。

凌晨两三点后，这些大黄鱼将出现
在福州的海鲜市场，24 小时内便可到达
全国大部分地区。

说起宁德养殖大黄鱼的历史，福建
三都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尤维德是一
名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是当时养殖大黄
鱼的第一批获益农民之一。

“小时候家里穷，13 岁时为了养家
不得不辍学。我放过牛，卖过冰棒，育过
蛏苗，养过鳗鱼，最终还是大黄鱼成就了
我。”尤维德说。

回忆起当年的创业史，尤维德说，上
世纪90年代初，他在村里挖了一个池塘养
鳗鱼，投入了所有积蓄。然而，1996年，一
场台风让他多年的心血化为乌有。就在尤
维德困顿之际，刚刚突破大黄鱼人工育苗
和养殖技术瓶颈的消息，让他看到了希望。

看准了刚刚兴起的大黄鱼育苗与养
殖，尤维德找到了“大黄鱼之父”刘家富寻
求帮助。当时刘家富也正寻找一个有经验
的企业推广技术。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在刘家富的帮助指导下，尤维德顺
利成为第一批育苗养殖大黄鱼技术支持
的对象。

“大黄鱼上市那天，200 多万尾鱼苗
一天之内就被抢光了。”尤维德说，当年
两季育出800多万尾大黄鱼苗，每尾鱼苗
价从3角钱卖到了1.7元。随即，尤维德创
建了宁德市官井洋大黄鱼养殖有限公
司，自此踏上创业致富的兴渔逐梦之路。

为应对市场变化，此后尤维德还创
建了食品公司、冷链物流公司，将水产养
殖向精深加工转变，进一步带动了宁德
大黄鱼产业迈上新的台阶。

通过 20 多年的探索打拼，如今的尤
维德已是福建三都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拥有三家企业，企业年产大黄鱼 8500
吨。三都澳公司成为当地集大黄鱼育苗、
养殖、加工、冷藏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重点龙头企业，其加工的“威尔斯”“二

都”黄鱼鲞均为“中国驰名商标”产品。
同样，在 1999 年，尤信情和弟弟尤

信铃看到养殖大黄鱼的商机后，也开始
尝试大黄鱼育苗与养殖。兄弟俩挣到第
一桶金后，便创建了金盛水产公司。

在官井洋和金盛水产 2 家企业的示
范带动下，一时间，宁德涌现出数十家大
黄鱼规模养殖、加工企业，三都澳周边许
多渔民也开始靠大黄鱼养殖增收。曾经
渔业资源枯竭的宁德三都澳，成为世界
上大黄鱼最集中的养殖中心之一，大黄
鱼重新回到中国人的餐桌。

如今，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乡”的
宁德市蕉城区就有大黄鱼苗种生产企业
35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 3家，省级龙头企
业 12家，中国驰名商标 4件。全区大黄鱼
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110 亿元。“宁德大黄
鱼”已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水产品区域
公共品牌、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
牌、质量万里行的“中国十珍”之一。

浅海养殖走向深海“粮仓”

好水养好鱼，随着大黄鱼产业的飞
速发展，宁德的海上养殖设施也在不断
转型升级。

乘坐快艇从三都澳码头出发，沿途
可见成片的新型环保塑胶渔排，这些渔
排把三都澳上万亩养殖区划分得整整齐
齐，一条条大黄鱼畅游其间，犹如住在

“连排别墅”。
不到 30 分钟，记者来到官井洋公司

的大黄鱼养殖基地，黄黑相间的新型塑
胶网箱点缀在海面上，蔚为壮观。

“以前这里养殖是密密麻麻的，全都
是死水，没有流动的空间，到处是白浮球
泡沫垃圾，大黄鱼养在里面很肥而且很
容易得白点病。”尤维德告诉记者。

整治，势在必行。为了海水清清，宁
德进行了一场海上革新。2018 年开始，
宁德市政府铁腕推进海上养殖综合整治
与转型升级，积极推动大黄鱼养殖从“规
模养殖”向“质量养殖”转变。

作为重点龙头企业，官井洋公司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 ，带头投入 5000 多万
元，实施渔排升级改造，将原来的传统小
网箱改造成了 84 口深水抗风浪塑胶环
保网箱。

尤维德说，渔排转型升级后，水变清
了，感觉 20 多年前的那片海又回来了。

“新的网箱给了大黄鱼更大的游动空间，
不仅白点病没有了，鱼儿也减脂瘦身，肉
质更鲜美，更接近野生。”

渔排转型升级后不仅鱼的品质提升
了，渔民还借此吃上休闲渔业的“旅游饭”。

在霞浦县溪南镇七星海域，养殖户
董祖将自家 1 万口木质泡沫小网箱全部
改造成环保型大网箱和环保塑胶渔排，

还建起 18 套“海上民宿”，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观光度假。

如今，在宁德，大黄鱼住的不仅仅是
“连排别墅”，还有“豪华大别墅”。

去年 11 月，由宁德市金澳实业公司
投资建设的国内最大深远海养殖平台

“宁德 1 号”在位于福安赛岐的南方船厂
顺利下水。

这一中国船级社（CCS）半潜式全框
架深海养殖平台，可抗17级台风、减少养
殖污染，还有可升降、避赤潮等优势，投
产后，大黄鱼年产量预计达780~900吨。

更厉害的是，该平台还配备自动投喂
系统、网箱移位报警系统、风光互补发电
系统、洗网机器人等智能化系统，规模及
容量在中国深远海养殖领域处于首位。

从人工育苗到规模化养殖，从塑胶渔
排到深远海养殖，政府、科研机构、民营企
业、养殖户等的不断探索，科技的迭代升
级，让曾经濒临灭绝的大黄鱼又回来了。

开辟新领域游向新赛道

今年 4 月 8 日至 9 日，2023 首届全国
大黄鱼美食烹饪大赛在宁德举办，中国
烹饪协会授予宁德市“大黄鱼美食地标
城市”牌匾。这是宁德荣获的首个美食烹
饪类“国字号”金名片。

近年来，宁德大黄鱼不断“出圈”。去
年，宁德市推出大黄鱼“深水瓜”品牌，深
水养大的大黄鱼，经宁德市渔业协会检
验认证后，统一打上“深水瓜”品牌，“游”
上了互联网。有的渔民还开辟直播、新媒
体等渠道拓展销路，涌现出蕉城“三都
港”、霞浦“赶海父子”等品牌。

宁德大黄鱼向上的养殖链在深化，向
下的加工链在拓展。走进金盛水产加工车
间，工人正忙着赶制大黄鱼预制菜产品，
迎接即将到来的“6·18”网络促销活动。

“目前，该车间以生产剁椒黄鱼、酸
汤黄鱼、清蒸黄鱼、雪菜黄鱼、糟香黄鱼
等预制菜为主。”金盛水产常务副总经理
尤信铃说，这些年，公司引进多套国内外
先进技术设备、检测仪器，并加大综合水
产品精深加工创新研发投入，将一条大
黄鱼的每个部位都利用起来，深度挖掘
大黄鱼的潜在价值。

在鱼柳精深加工生产线，一台 X 光
鱼刺检测机吸引记者注意。

“这套生产线投资 500 万元研发，所
产去刺鱼柳广受市场好评。”尤信铃说，
借助这台 X 光鱼刺检测机，只要把鱼柳
铺到盘子上，通过传送带传送到机器的
内部，就可以把一些肉眼看不见的残留
鱼刺去掉。

一边是有条不紊的大黄鱼加工，一
边是热火朝天的直播带货。

近几年，在新消费形式推动和疫情

反复影响下，具有方便快捷、种类丰富等
优势的预制菜持续走俏市场。为顺应这
一需求，宁德许多加工企业推出大黄鱼
预制菜，并开展“线上直播带货”销售新
模式。去年，金盛水产推出的预制大黄鱼
在线上的销售额就达 3 亿元，成为宁德
大黄鱼电商领域的领头羊。

大黄鱼一身全是宝，除了卖鱼肉，鱼
籽、鱼鳔、鱼骨各有其用。

尤信铃说，今年公司与高校合作开
发了“生物胶原蛋白活性小分子肽生产
项目”，利用大黄鱼边角料、生产废料等
研发高附加值产品，实现“变废为宝”。目
前，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中，建成后可年产
5000 吨生物胶原蛋白活性小分子肽，年
产值 12亿元。

一生只为“一尾鱼”。如今，年过八旬
的刘家富仍时刻关注着大黄鱼产业的健
康持续发展，关心着大黄鱼的种质保护
与资源增殖，延续着他和大黄鱼的“情
缘”。缘于深厚的家国情怀，坚定的职业
坚守与责任担当，2021 年，刘家富被评
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最美科
技工作者”。

在刘家富看来，宁德大黄鱼产业有
着明显的地方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但目前仍存在育苗、养殖行业组织化
水平低，产品加工率低，科技机构服务能
力弱化等问题。

在谈到大黄鱼产业“三产”时，刘家
富说，建议以去鳞、去鳃、去内脏的“三
去”速冻的粗加工产品替代目前占销量
80%以上的冰鲜产品，这一简单的改革，
可望带来大黄鱼产业的巨大进步；同时，
大黄鱼产业发展的未来，应向小龙虾产
业学习，在“吃”字上作文章，寄厚望于餐
饮烹饪为主的“三产”。

刘家富表示，要实现大黄鱼产业持
续健康的发展，首先要从源头上规范大
黄鱼育苗市场，做到依规、计划育苗与养
殖，力戒无序发展与恶性竞争。同时，政
府要重视当地相关科技机构作为大黄鱼
产业的首创者与技术支撑主力军的作
用，加强科研人才培养，尽快建设起大黄
鱼主产区各相关科技机构实验基地，让
科技服务大黄鱼产业发展。

当前，随着宁德“国鱼计划”的全面
推进，宁德大黄鱼捷报频传，在传统海
洋 渔 业 产 业 中
闯出了新路子，
跑上了新赛道，
产 业 发 展 呈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良 好 态 势 。“ 一
条 鱼 富 裕 一 方
人”的幸福图景
在 闽 东 正 徐 徐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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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从一度濒危到“畅游”世界，从千
金难买到“年入万金”，从“可有可无”
副业到富民支柱产业，宁德大黄鱼不
断续写“国鱼”新传奇。在这过程中，
无论是政府部门、企业主体、科技工
作者，还是养殖户，都顺应发展的趋

势与市场需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共同探索出一条产业发展与生态环
保相结合、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大 黄 鱼 产 业 崛 起 三 十 余 载 ，像
官井洋和金盛水产这样的企业在宁

德 不 断 成 长 。它 们 一 方 面 把 刀 刃 向
内 不 断 创 新 ，一 方 面 把 眼 光 投 向 外
界，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民营企业家
们受访时称，市场在回暖，但机遇与
挑 战 并 存 ，民 营 企 业 要 适 应 市 场 需
求 及 时 调 整 策 略 ，统 筹 好 眼 前 和 长

远发展。
刘家富坚守大黄鱼种业研究 40

多年，尤维德在“大黄鱼这条道路上”
一走 20 多年，尤信情、尤信铃兄弟与

“大黄鱼”结缘后专注至今……他们
为大黄鱼“畅游”世界尽己所能，“大
黄鱼”也给予他们“金色”梦想。深耕
一条鱼，是宁德众多大黄鱼民营企业
屹立市场的法宝。唯有专注，才能专
业。正因为专注，企业才能聚焦主业，
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在高质量发展
中展现更大作为。

深耕一条鱼 续写“国鱼”新传奇
□东南网记者 邱丽娟 叶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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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管
轩 雷飏） 14 日上午，作为 2023 年厦门
人才月配套活动，厦门软件园产教融合
基地启动仪式在软件园三期创业大厦举
行。经过近一年的建设，当天，厦门软件
园产教融合基地正式揭牌，启动运营，今
后 每 年 将 培 养 5000 名“ 优 秀 学 生 工 程
师”，服务产业形成产值 5 年总计不低于
20亿元。

在去年厦门市“人才服务月”活动
中，厦门软件园产教融合基地作为市级
首批人才服务新平台完成签约。基地由
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集美区政府共
同推动建设，福建国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运营，将紧扣“产业链”，打造“人
才链”，聚焦厦门市软件与信息技术产业
集群，基于产业数字化服务刚需，联合厦
门市及周边院校，共同搭建产业数字化
人才培养生态体系，以多元化人才供应
链激活产业驱动力，助力厦门打造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

“我们在走访调研中发现，许多企业
的人才需求是‘三角形’的，除了高端人
才外，对基础型人才，也就是软件工程师
等软件蓝领的需求量很大。但是目前企
业的人才结构却是‘橄榄形’，即产业基
础人才不足。”厦门软件园产教融合基地
负责人朱勇表示，基地建设的初衷就是
促进产教双方的资源融合，实现双方精
准的对接和合作。

依托自身丰富的产业数字化服务实
践经验，作为基地运营方的国科科技联
动院校共同打造产业数字化人才引擎，
持续为产业提供降本增效的数字化敏捷
式、陪伴式服务，助力区域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

朱勇说，一方面，基地将企业的实际
案例导入高校的课程中，提升课程设置
的实用性；另一方面，为高校学生提供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场景。在这个过
程中，通过产业导师的指导，为高校学生
的学习注入“催化剂”，共同培养更加适
配产业需求的人才。

据悉，基地首批合作专家 70 位，其
中产业专家 18 位，高校专家 52 位，这些
专家分别来自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网络安全、项目管理等领域。
未来，基地将与专家们在企业数字化转
型、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制造、智慧园
区等诸多场景有更深度的合作。

作为当天签约的高校之一，华侨大
学一直走在基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实
践产教融合创新的前沿。为更好地服务
产业网络安全的需求，华侨大学联合美亚柏科、国科科技共建了
网络与信息安全产业学院。近期，该学院获批立项建设工信部

“网络与信息安全”专精特新产业学院。
“我们将携手基地在专业建设、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等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为网络安全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力、服务力与人
才力。”华侨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田晖说。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厦门软件园产教融合基地课程成果发
布。今年 3 月，基地启动了面向厦门的数字化人才需求调研，并
组织高校和产业专家联合研发基地数字化人才培养课程，目前，
已有 20 门产业课程，涵盖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未
来这些课程将面向厦门市企业和院校免费开放。

“产教融合是培育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一种创新且有效的
模式。”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推动主题教
育落细落实，高新区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批量培养符
合厦门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技能人才。

自 2020 年起，厦门火炬高新区就在全省首批试点建设省级
职业技能提升中心，累计培训产业人才近万人次；与江西和君职
业学院共建产教融合基地；与福建理工大学共建火炬产业学院。
高新区还与厦门市教育局共同创建了全市首个市域产教联合
体，已汇聚了 7所中职学校、5所高职院校、2所应用性本科高校、
4家科研机构及园区 44家企业。目前，火炬高新区产教联合体已
被纳入教育部市域产教联合体培养项目福建省推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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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珂） 省通信管理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我
省 5G 用户保持快速发展，占比持续提升。截至 4 月底，全省电话
用 户 达 5593.7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0.6%。而 5G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达
1811.2 万户，同比增长 53.4%，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 36.8%，占
比较上年同期提升 12.5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我省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5G移动互联网
用户接入流量增势突出。1—4月，全省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25.8
亿G，同比增长16.2%，其中5G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1.1亿G，
同比增长122.3%，在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中占比超四成。

此外，我省固定宽带用户向高速率迁转，千兆宽带用户保持
三位数以上高速增长。截至 4 月底，全省固定宽带用户达 2210.7
万户，同比增长 7.3%。其中，速率在 500M 和 1000M 之间的宽带
用户 126.5 万户，同比增长 12.6%；速率在 1000M 及以上的宽带
用户 312.1万户，同比增长 203.3%，占比 14.1%。

今年以来，我省进一步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
济发展底座。截至 4 月底，全省固定宽带接入端口达 3731.3 万
个，其中，光纤接入（FTTH/O）端口 3523.4 万个，占比 94.4%。具
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PON 端口达 57.1 万个，比上年末
增加 11.6 万个。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 4 月底，全省移动电
话基站达 40.8 万个，同比增长 13.9%。其中 4G 基站 22.6 万个，5G
基站 8万个。

我省5G移动电话用户达1811.2万户
同比增长53.4%

近日，闽侯县税务局税收普法宣传“请进来”与“走出去”相
结合，通过开展“政策+案例”税法课堂和沉浸式体验办税流程
等形式，创新税收税法宣传模式。图为税务干部在办税服务厅现
场为来自高校的学生讲解税收税法知识和办税流程。 黄敏 摄

金盛水产直播团队正在对大黄鱼预制菜进行直播带货。 阮林开 摄在金盛水产，工作人员在生产车间包装加工后的大黄鱼。（受访者供图）

近日，素有“中国大黄鱼之都”美誉的宁德举办大黄鱼直播节暨蕉城工
业消费品展销会，引导企业和协会利用新型电商机遇，积极布局大黄鱼全
链条产业，推动宁德大黄鱼享誉全国、“游”向世界。

大黄鱼又叫黄花鱼、黄瓜鱼，其体色金黄、唇部橘红、肉质洁白细嫩、营
养丰富，有着“国鱼”的美誉。如今，在中国人餐桌上，每 10条大黄鱼就有 8
条来自宁德。

由于过度的捕捞，大黄鱼曾一度濒危。30多年来，在宁德当地政府部
门、科研机构、民营企业和养殖户等共同努力下，一条条大黄鱼又重新“游”
回了老百姓餐桌。

如今，在宁德，与大黄鱼产业相关的企业有数百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
百亿元，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大黄鱼人工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和出口基
地，带动相关从业人员超 30 万人。据统计，2022 年，宁德市大黄鱼产量
19.47万吨，占全国养殖总量的 80%，其中，出口约 2万吨，出口到韩国、新加
坡、美国等60个国家和地区。

从一度濒危到重回老百姓餐桌，大黄鱼经历了什么？宁德
大黄鱼何以走俏全国？还有哪些提升空间？近日，记者在
宁德走访进行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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