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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宁德大黄鱼”北京推介会
上，宁德市蕉城区与北京京深海鲜市场、北京
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助力一站式打通大黄鱼进城“最后一公里”。

大黄鱼，是国人餐桌上的常客。今年以
来，上榜中餐特色宴席名录的“大黄鱼宴”再
出圈，八方游客纷纷打卡大黄鱼美食地标城
市——宁德。

黄鱼美，谁同醉？在享受盛宴的同时，你
可知道，大黄鱼一度濒危，逆天改命，游回百
姓餐桌，到底有多难？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时曾
说：“当地的一个研究所，把宁德大黄鱼的人
工孵化问题给解决了。”

“淡水‘四大家鱼’养殖历史已超2000
年。今天，百姓餐桌上的养殖大黄鱼还是刚
驯养约30年的野生种。”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最美科技工作者、被誉为“大黄鱼之父”
的刘家富由衷感叹，大黄鱼种业创新犹如
接力赛，浸透着水产科技界、育苗业界的心
血和汗水。

破解驯养这一开头难

大黄鱼何以能成为我国最大养殖规模的海
水鱼？宁德大黄鱼养殖产量何以能占到全国逾
八成？

远眺三都澳海域，刘家富犹记得，这片孕育
“金色之梦”的“海上田园”，也曾有过难忘的种业
创新岁月。

时针拨回到上世纪 70 年代前，大黄鱼全国
年均捕捞量约 12 万吨。一到产卵季，在宁德官井
洋不时可以听到大黄鱼悦耳的“咕咕”叫声，当地
民谚曰：“官井洋，半年粮。黄瓜叫，渔民笑……”

就此鱼跃人欢吗？不，一场转变狠狠击退了
渔民们的信心。

过度捕捞越冬群体导致资源枯竭，传统的产
卵渔场形不成鱼汛，大黄鱼成了珍稀鱼种，捕捞
渔民从“网产万担”到“无鱼可捕”。

原 本 在 连 江 县 从 事 渔 场 渔 情 工 作 的 刘 家
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遂萌生以人工繁育拯
救大黄鱼资源的设想。1981 年 12 月，他调到宁
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开展大黄鱼人工繁殖
与增养殖技术研究。

大黄鱼资源保护刻不容缓，拯救从何抓起？
刘家富做了四项准备：深入淡水渔场学习“四大
家鱼”人工繁养技术；调研官井洋大黄鱼产卵机
理；搜集国内外有关鱼类人工繁殖与增养殖的
技术资料；起草进行大黄鱼人工繁殖试验立项
的建议。

基层条件简陋、技术力量薄弱……当时，水
产科技界普遍认为大黄鱼人工繁育技术难度大。
是进？是退？刘家富选择了前者。他经过扎实调
研，给出两条构建大黄鱼人工繁殖基础亲鱼群体
的技术路线——产卵场人工授精、室内育苗和野
生幼鱼保活、驯养。

1985 年 7 月，天热得像火烤一样，刘家富的
心却定了下来。

就在这个月，他和项目组一起克服重重困
难，终于实现大黄鱼产卵场人工授精，室内育出
鱼苗 7343尾，“金色之梦”的故事泛出涟漪。

“大黄鱼不可能在网箱与水池的圈养中发育
成熟与自然产卵”，面对这样的观点，刘家富团队
不泄气。两年后，应用野生幼鱼保活驯养培育的
亲鱼实施人工催产，他们获得 1 万多粒受精卵，
成功育出 100余尾鱼苗。

大黄鱼全人工繁育技术虽有突破，但项目攻
关还存在技术短板和经费不足等困难，随时面临
半途而废的危险。刘家富慌了，因海上已找不到
产卵的大黄鱼亲鱼而无法实施产卵场人工授精。

转机出现在 1988 年 11 月。刘家富旁听了中
共宁德地委扩大会议，研究的热情再次被点燃。

“闽东当时虽缺钱，但地委班子有正能量，还
是大有希望的！”当年 12月 1日，刘家富鼓起勇气
给中共宁德地委写了“关于开发闽东海水鱼类养
殖技术的报告”，建议加强对大黄鱼等闽东珍贵
海水鱼类资源保护、发展网箱养殖并以星火计划
予以支持。

时隔不久，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刘
家富递交的报告上作出批示。

“这个批示为我们完成大黄鱼批量育苗科技
攻关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紧接着破解了一个又
一个种业上的‘卡脖子’难题。1990 年，终于成功
育出 104 万尾鱼苗，完成全人工规模化育苗的省
部级‘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使大黄鱼驯养之举终
成现实。”时至今日，刘家富还常有柳暗花明的喜
悦之感。

再难也要推进成果转化

批量育苗完成后，项目研究往何处去，争议
仍很大。因前期试养的大黄鱼生长慢，养殖开发
前景并不被看好。

不能再等了！彼时的刘家富心焦如焚。1991
年 3月 5日，他再次写报告，建议把大黄鱼作为支
柱产业打造。“大黄鱼研究成果就出在我们闽东，
为何不就近利用自己的成果，开发自己特有的产
业？”他发出这样的呐喊。

刘家富的建议得到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温秀山等四人联名支持。4 月 2 日，他们将《关
于加快大黄鱼研究成果的应用，促进振兴闽东经
济的支柱产业形成的几点意见》提交省人大常委
会。一个月后，省里将“大黄鱼养殖技术开发研
究”项目及 50万元经费下达给宁德地区水技站。

“第一年先在网箱中培育鱼种。我们 6 月投
放鱼苗，采用‘扩群促食’技术取得加快苗种生长
的突破性进展。”刘家富语带自豪。

1992 年 2 月，宁德地区水产养殖技术推广试
验场成立。刘家富带领研发团队抱着必胜信心，
因陋就简搞试验——破船作住房、土坑为苗池、
毛竹当水管、木塞做阀门……

“想不到繁养技术成果转化更难。当时，从象
溪到场里未通公路，为节省 20 元雇船费，大家选

择走山路，每次单程都要花一个多小时。”刘家富
眼里噙着泪。

步履逶迤而行，迈向梦想对岸。
1995 年底，收获的年头到了。大黄鱼秋季人

工育苗首获突破，网箱和池塘养殖试验成功，2
龄养殖鱼平均体重可达 350克。

转瞬一年过去，宁德地区兴起大黄鱼养殖热，
海面上一片黄澄澄，各种技术需求不断涌来，许多
水产科技人员下海育苗，年创收高者超百万元。

但刘家富的目标不是自己赚钱，而是推动大
黄鱼养殖技术产业化，为千千万万个大黄鱼育苗
和养殖户服务。

有了土地、资金和政策支持，刘家富带领团
队，从创建各种实验室到举办技术培训班，从编
制大黄鱼繁养技术标准到筹建大黄鱼原种场，硬
是把试验场建成具有苗种繁育、环境监测、鱼病
防治、技术培训、科技信息等 5 大服务功能的大
黄鱼繁养技术产业化试验、示范与服务基地，还
培养了数百名不同层次的鱼类繁养技术人才。

小小一鱼苗，释放大能量。“至 2000 年，通过

试验、示范、培训、服务及各界努力，闽东地区大
黄鱼育苗超 10 亿尾，养殖产量 3 万吨，基本实现
了产业化。进入新世纪，依托试验场，我们致力
于构建包括原良种繁育在内的大黄鱼产业支撑
体系。”刘家富说。

筹建原种场为保种

有了产业规模，只是第一步。大黄鱼种质资
源保护，是更艰巨的任务。

1997年，宁德地区水技站申报国家级大黄鱼
原种场建设项目，翌年收到农业部下达的全国唯
一的“福建省国家级官井洋大黄鱼原种场”建设
任务。

原种场的职责和价值何在？每年采捕、保活一
批当地野生大黄鱼幼鱼，驯养培育成原种亲鱼，扩
繁原种子一代苗种，一部分用于海区放流以增殖天
然资源，另一部分提供养殖以提高养殖群体的遗传
多样性。

经过多年建设，福建省第一个国家级大黄鱼

原种场——官井洋大黄鱼原种场于 2012 年顺利
通过资质验收。

产业要提升，科技做支撑。2016年，全国首个
水产类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大黄鱼育种国
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宁德，针对大黄鱼种质资源发
掘与利用、育种关键技术和良种配套的产业链技
术等三个方向开展研发。

在这条被常人视为畏途的科研路上，大家为
何甘愿自讨苦吃？

种业有突破，日子才好过。2022 年，“富发 1
号”大黄鱼新品种通过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曾在大黄鱼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从
事大黄鱼育种的宁德泩泩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佳深有体会：“保护和开发并重，原种场重
在从人工扩繁、增殖放流和资源恢复上进行保
护，良种场则可满足产业对养殖品种优良性状的
需求。”

2022 年 5 月底，中国科协等 7 部门发布首批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依托宁德市富发水产有限
公司的大黄鱼博物馆和大黄鱼育种国家重点实

验室榜上有名。
如今，大黄鱼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已重组为

“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继续开展
大黄鱼种业创新研究……

标准决定质量，有了标准化，育成大黄鱼好
品种才能从“偶然”变为“必然”。

在去年底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宁德）大黄鱼
文化节开幕式上，宁德对外发布《大黄鱼产业发
展蓝皮书》和两项地方标准《大黄鱼塑胶渔排网
箱养殖技术规范》《养殖大黄鱼等级评定技术规
范》，有效提升了宁德大黄鱼产业的技术领先和
标准领先地位。

更多更高的标准在进一步修订中，有了标准
引领，大黄鱼种业创新之路行稳致远。

独特的种业创新路

成就感过后，大家心底升腾起一股更大的力
量：将“鱼饭碗”端得更牢一些。

本世纪初，福鼎市佳阳畲族乡几个大黄鱼育
苗户率先在批量“宁德大黄鱼”养殖群体中挑选
生长最快、体形最好的个体作为催产亲鱼，苗种
生长速度明显加快，福鼎市水技站将其广为推
之。之后多年，蕉城与霞浦县的育苗户也学着认
真挑选亲鱼，进而形成一种良性氛围。

通过全市大黄鱼育苗户近 20 年结合苗种生
产，逐代选育、久久为功，宁德大黄鱼融合了抗逆
与修长体形等多项复合优良性状。更重要的是，
这些优良苗种推广率几乎达 100%，实实在在地
支撑起大产业，闯出一条独具宁德特色的大黄鱼
种业创新之路。

苗价高，市场好。看到发展商机的渔民们紧
跟着“下海”，最鼎盛时期福鼎市涌现出 14 万口
小网箱培育大黄鱼鱼种。政府顺势而为，积极引
导渔民和企业修建育苗室。

由此带来的效益显而易见：生长快、体形好、
口感佳，种质优势明显。特别是当年鱼种最大体
重从 150 克增加至 250 克以上，更加坚定了当地
业者育好苗的信心。

夏日的福鼎市沙埕港，新型塑胶网箱渔排
上，数百万尾大黄鱼苗身影雀跃，翻腾出一片金
灿灿的景象。沙埕镇大黄鱼育苗、养殖大户郑顺
利正一桶桶地为鱼苗搬家，倒进活水运输船，让
鱼儿游向全国各地。

为进一步提高育苗成活率，身为科技特派员
的福鼎市水技站站长王朝新广泛开展中草药制
剂抗病、控制养殖密度等试验，成功实现多品种
鱼类养殖技术提升。

好苗还要好水养。为推动生态改善、养殖升
级、管理提升，2018年起，宁德利用两年时间集中
开展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攻坚战，全市海域重新划
分为禁养区、养殖区和限养区，从体制上解决了

“哪里可以养、养什么、养多少、怎么养”的问题。
一批批育苗场主动求变、焕新，将育苗池面

积从 20 多平方米、1.5 米深，升级为近 300 平方
米、3 米深；育苗方式从清水培育改为浑水培育，
避免鱼苗因黏液黏结造成缺氧；引进自动投饵喷
枪替代人工投饵，减少人力成本……如今，福鼎
市大黄鱼鱼种培育成活率可达到 30%至 40%，养
殖成活率可达 60%至 70%。

“当木质小网箱全部改成大网箱，布局更加
科学规范、水流更畅通、水质更清洁，大黄鱼成活
率迅速提高，品质大大优化。”王朝新深有感触。

大黄鱼种业，已然成为福鼎一大特色优势
产业。据统计，福鼎现有 36 家大黄鱼育苗场，年
培育大黄鱼苗种 15 亿尾，占全国大黄鱼苗种交
易的半壁江山。

“我们正在跟进福建省种业工程项目，承担
子课题新品系研发，与上海海洋大学等高校试验
免疫增强剂在大黄鱼苗种培育中的运用，以期提
高成活率。”王朝新信心满满。

为了更好地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今年 5月，宁
德市政府对外发出通告，大黄鱼洄游产卵期间，
在官井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内实行阶段性限航；
6 月 6 日，全国“放鱼日”，124 万尾大黄鱼原种子
一代鱼苗在宁德官井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鸡公
山海域“回家”。

虽然大黄鱼种群恢复初见成效，但从全国范
围来看，放流苗种数量仍显不足，原种子一代苗
种占比偏小。

保护海洋生态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
中之义。由于已具备地区季次达数十亿尾苗种繁
育能力，大黄鱼成为我国目前人工增殖资源条件
最好的海水鱼，因此，把大规模增殖放流原种子
一代、快速恢复其天然资源作为创新海洋捕捞业
的突破口，以期造就“资源放流增殖、科学管护和
捕捞生产计划有序”的新型海洋渔业，其意义重
大，将影响深远。

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大规模增殖放流以恢
复天然资源，这是水产科技工作者孜孜不倦研究
大黄鱼人工繁育的初心，更是续写“国鱼传奇”的
良方。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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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丰收。 郭文辉 摄

⬆人工繁育的宁德大黄鱼鱼苗 王志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