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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养鱼
从200米到3公里的巨变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连江拥有 3112 平方
公里海域和 238 公里海岸线，海洋资源得天独
厚，是中国鲍鱼之乡、中国海带之乡、中国鱼丸
之乡……

靠海吃海，海水养殖是连江群众的重要致富
方式。驱车沿着连江海岸线行驶，便可以看到近
海区域分布着成片的养殖网箱。然而，作为全国
水产品总量第二大县，连江近年来养殖空间不足
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突破传统的 200 米养殖范围，向深远海要空
间，有没有可行性？

国庆前夕，记者来到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村码
头，搭乘接驳快艇前往“闽投 1 号”养殖平台。随
着岸线越来越远，海水愈加清澈湛蓝，眼前一座
座犹如钢铁岛屿的深远海养殖平台渐行渐近。

“定海湾 1 号”“泰渔 2 号”“定海湾 2 号”……
越过这些养殖平台，长达十几分钟的航行结束
后，接驳快艇靠近离岸约 5公里的“闽投 1号”，一
座海上巨轮般的白色平台近在眼前。登上浮于海
面的平台，感觉稳稳当当，丝毫不受海风、海浪的
影响。从平台三层向下望，主角闪亮登场：一尾尾
大黄鱼，或成群结队，或单独行动，在海水中自在
畅游，与近岸养殖网箱的拥挤迥然不同。

“这里是大黄鱼的跑马场和深水豪宅，由三
个水箱组成，配套多个深水抗风浪网箱。”“闽投
1 号”运营方——福建福鱼荟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许航介绍说，这个平台长 92 米、宽 36 米、
高 27 米，采用海工平台半潜式结构设计，养殖水
体达 6.2万立方米。每年从当地渔民手里收购 150
克大小的鱼苗，投放到深海网箱养殖一年多，长
至 500克左右后再上市。

据悉，“闽投 1 号”所在海域年平均风速 2.2
米每秒，海况多变，年均波高 1.2 米～1.7 米，身处
其间的大黄鱼，经过大风大浪的锤炼，品质远超
近海养殖的同类品种。“它们是大黄鱼中的特种
兵，游动状态、肉质口感类似野生。”许航说，“闽
投 1 号”预计年产优质大黄鱼 600 吨，年产值达 1
亿元左右。

看中这片湛蓝海域的，不止“闽投 1号”。
由于连江定海湾地处闽江、敖江入海口，咸

水与淡水在这里交汇，水质标准达到国家标准二
类以上，十分适合养殖大黄鱼、石斑鱼等高附加
值鱼类，因此成为“百台万吨”发展计划的试验
田，吸引了“定海湾”“泰渔”等系列 11 台深远海
养殖平台接连落户。

“与第一代的木头渔排、第二代的塑胶渔排
相比，‘闽投 1 号’等深远海养殖平台，可以将大
黄鱼养殖区域从 200米的近岸向 3公里的外海拓
展，解决养殖空间不足、海上劳动力短缺、养殖装
备抗风浪能力差等问题。”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水好鱼好
带来养殖效益的跃升

大黄鱼，又称黄瓜鱼，体色金黄、肉质细嫩、
营养丰富，是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海水鱼。其中，
福建省大黄鱼产量占到全国 80%以上，并且在全
世界销售。

深远海养殖平台的出现，让福建出产的大黄
鱼更具优势。

中秋、国庆“双节”前夕，来自浙江温州的酒
楼老板陈先生，专门到连江找货源，目标就是深
远海养殖的大黄鱼。“与近岸养殖相比，连江深远
海大黄鱼肉质更加紧实、清甜鲜嫩。而且运输速
度很快，短短几个小时，前一天傍晚还在海里的
鱼，次日就被端上餐桌，很受浙江、上海等地客人
的喜爱。”陈先生说。

从小在连江县黄岐半岛周边长大的卢统锋，
是福建鑫茂渔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定海湾，
该公司布设了两台深远海养殖平台——“定海湾
1 号”“定海湾 2 号”，主要养殖自主培育的“岱衢

族”大黄鱼，两个平台共有大黄鱼20多万条。
对于深远海养殖大黄鱼的优点，卢统锋如数

家珍。“近岸渔排养殖的大黄鱼，易出现臃肿肥胖
现象，肉质较松。深远海养殖平台所处海域的水
质更好、水流更急、空间更大，大黄鱼就像跑进健
身房，并以海中纯天然的小鱼小虾为饵料，肉质
更鲜美。”卢统锋说，“因为市场销路好，中秋、国
庆假期之前，都处在爆单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深远海平台出产
的大黄鱼，每公斤售价达 200 多元。除了价格优
势，许航经过观察、对比后发现，入住深远海养殖
平台豪宅后，大黄鱼的生长速度较传统养殖提高
了 20%，成活率提高了 30%，人力成本节约了三
分之二，效益大幅提升。

依托“闽投 1 号”养殖的类野生大黄鱼，全国
首个渔旅融合创新品牌——福鱼荟应运而生。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优质大黄鱼走进千家万户。”
许航介绍，除了销售给各大经销商，“闽投 1 号”
还计划与电商平台洽谈合作，届时可以直供到市
民餐桌。

记者从连江县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
间，连江县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大黄鱼迎来丰收
季：总数量达 100 多万条，总产量 1000 多吨。综合
测算下来，深远海养殖平台大黄鱼，单位产值是
传统养殖方式的 10倍。

享受深水豪宅待遇的，不止大黄鱼。在连江
深远海养殖平台中畅游的鱼类，还包括石斑鱼
等。作为我省特色名优渔业品种，石斑鱼营养丰

富、肉质鲜美、经济价值高，也是连江渔民的重要
养殖品种。石斑鱼等更多鱼类进入深远海养殖平
台后，预计将带来养殖效益、渔业产值的进一步
跃升。

智慧养殖
打造海洋科技试验场

海水养殖成本高、投入大，而且人工成本持
续水涨船高。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一位鲍鱼养殖
户告诉记者，他的近海养殖渔排，每年需要聘请
9 名养殖工人在海上作业，为了稳定用工，每人
月 薪 8000～9000 元 ，包 住 宿 。仅 此 一 项 成 本 支
出，每年将近百万元。

近海养殖尚且面临用工难，在距离海岸 3 公
里外的深远海养殖，又如何解决缺工难题？

“传统渔业养殖，全凭经验和体力。我们靠智
慧助力、数字赋能，不靠人工。”许航介绍，“闽投
1 号”平台设有 50 平方米智慧渔业中心，集合声
呐、光学、视频等多种探测技术，仅两三人就能养
殖数以万计的深海鱼。

原来，该平台在设计建造时，就配置了视频
监控、鱼种监测、水质监测、海流气象监测、人员
落水识别监测、5G 通信基站、水下机器人等设
施，以及波浪能、光伏发电系统，可多维传输数
据，通过自主研发算法，可根据水温、水质和鱼群
情况智能化投放饵料，实现智慧养殖。

在智慧渔业中心，摁下一个系统按钮，深海

养殖网箱即可自动清洁，这让养鱼几十年的老颜
大为感慨。“传统的塑胶大网箱容易附着牡蛎等
生物，导致渔网破损，为了防止跑鱼，每隔一段时
间就要换网。”老颜说，“现在动动手指，就能清洁
网箱，变化实在太大了。”

同属深远海养殖平台，“定海湾 1 号”虽然与
“闽投 1号”的制造商不同，但智能指数一样高。

据介绍，“定海湾 1 号”由福建鑫茂渔业开发
有限公司委托福建鑫丰造船厂建造，是由本土船
企自主研发的深远海生态智能平台。平台安装的
监控系统，可将实时养殖影像通过网络传输到手
机终端上，管理人员通过手机 APP，就能实时监
测鱼类的活动情况。

“现在是掌上养鱼。”卢统锋说，“平台可自动翻
转网箱，不仅便于清理，还可以自动监测海水 pH
值、盐度和含氧度，只需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养殖。”

随着一台台深远海养殖平台的投放，连江县
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海上智慧牧场，并且吸
引了海洋科技企业、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
产学研一体化合作，进行深海养殖技术攻关，定
海湾也成为海洋科技的试验场。

日前，经多方考量，深远海人工智能作业装
备领域国内领先企业——青岛森科特智能仪器
有限公司决定入驻福州海洋经济科创高地。“福
州有基础、有政策，且在发力‘智慧海洋’，我们拥
有技术和智能装备，大家方向一致、一拍即合。”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将是我们在外省开
设的第一家分公司，我们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政策支持
全力破解平台推广难题

截至目前，连江海域已下水投放 11 台深远
海养殖平台，累计养殖水体 17.75万立方米，预计
年产量可达 1800 吨左右。这些数据与“百台万
吨”发展计划设立的目标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深远海养殖平台推广中，也面临一些难题，较
为突出的是投入成本问题，一座平台的成本就达
千万元以上。

近年来，连江县迎难而上，在奖补政策、项目
用海、平台确权等诸多方面大胆创新，为全省乃

至全国深远海养殖业发展创造了“连江模式”，入
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典型经验。

去年 8 月，连江县向“泰渔 1 号”发放了全国
县级首本深远海养殖平台所有权证书，成为全国
首个探索开展深远海渔业养殖设施试点登记服
务工作的县。这意味着，深远海养殖平台在连江
拥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房产证。

负责“泰渔 1 号”运营的福建省泰源海洋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质说，有了这本证，不仅
可以抵押融资、上渔业保险，更能提高品牌影响
力。截至目前，连江县已向相关企业颁发了 8 本
所有权证书。

创新探索，接连不断——去年底，连江农商
银行成功为“定海湾 1 号”运营企业福建鑫茂渔
业开发有限公司发放深远海养殖贷款 1000 万
元。这是连江首笔深远海养殖贷款，主要将用于
购买鱼苗与平台设备维护，不仅为企业缓解了资
金压力，也开启了金融活水给力“百台万吨”发展
计划的新篇章。

在政策方面，随着《连江县深远海养殖发
展 规 划（2021—2035 年）》《关 于 支 持 和 促 进 深
远海养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试行）》等陆续
出台，一系列全省率先举措先后在连江落地：
深水网箱养殖的海域使用金，比普通网箱养殖
更加优惠；深远海养殖平台建造及租赁享有奖
补政策，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把海域使用
权直接出让给企业，比以往的企业租赁方式降
低用海成本……

此外，为了保障深远海养殖大黄鱼等鱼类的
稳定销路，连江县积极对接上海光明集团等专业
销售供应链企业，以及省内外大型餐饮酒店，解
决深远海养殖产品终端销售问题。同时，对接保
险企业，探索深远海养殖大黄鱼价格指数保险，
避免产品价格出现大幅波动等。

“聚焦‘百台万吨’发展计划，我们将大力发
展深远海养殖模式，打造从原产地养殖到销售到
餐桌的一站式供应链环节，并拓展到涵盖种业、
养殖、装备、精深加工、销售、文旅等多领域的现
代化海洋产业全链条，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全力打响‘海上福州’国际品牌，积极助力海
洋强省建设。”连江县委书记陈劲松说。

连江县实施“百台万吨”发展计划，已投放11台深远海养殖平台，投放数、投产数均位居全国第一，打造出
全国规模最大的海上智慧牧场——

连江渔业， 深远海
□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林文婧 叶建隆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一批特殊的养
殖大黄鱼从连江定海湾走向市场——这些
大黄鱼不是圈养在近岸 200 米内的网箱
里，而是生活在距离海岸 3 公里外的深远
海。据介绍，这种新方式养殖的大黄鱼，单
位产值是传统养殖方式的 10倍。

能在 3 公里外的深远海养鱼，源于深
远海养殖平台的出现。从 2018 年起，水产
品总量连续 40 多年居全省第一、全国前二
的连江县，开始探索深远海养殖新模式。目
前，连江海域已成功投放 11 台深远海养殖
平台，包括“闽投 1 号”“定海湾 1 号”“乾动
1号”等，投放数、投产数均位居全国第一。

为了加大深远海养殖的推广力度，连
江县正在实施“百台万吨”发展计划，即多
渠道筹资建造 100 万立方米水体深远海养
殖平台，实现年产万吨生态优质鱼。与该计
划配套的是连江县全方位出台的扶持政
策：用海价格更优惠、平台能确权办证、定
制深远海养殖贷款……

用更先进的方式养鱼，创造出更大的
价值。据统计，2022 年，连江县渔业产值超
过 300亿元，居全国县级第一位。

核心
提示

10 月 12 日，以“承载人类梦想 驶向星辰
大海”为主题的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在福州开
幕。作为航海装备产业高层次、高能级、高水平
的行业盛会，本次大会将举办 6 场专题论坛，
其中之一就是深远海养殖装备产业生态论坛。
可见，深远海养殖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愈加彰显。

在国家层面，对深远海养殖的政策引领，
力度越来越大。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
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年中，
农业农村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8 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
这是我国首个关于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指导性
意见，十分清晰地指明了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
发展的方向。

与国家政策风口相呼应的，是我省在深远
海养殖发展方面的一系列主动探索。以连江为
代表，深远海养殖设备在福州、宁德、莆田等我
省沿海地区均已落地。连江县更是敢为人先，
推出多项全省率先、全国率先之举，成效明显，
体现了“海上福州”建设一脉相承的成果。

一座座矗立于海面的深远海养殖平台，
是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科技研发、智慧海洋建

设等全方位实力的聚合。这是一轮全新的“蓝
色竞争”，关系到海洋经济未来发展的格局，
必须找到自身的独特优势，才能在竞争中获
得胜算。

目前，深远海养殖仍处于探索阶段，在用
海规划、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方面都没有可
以遵循的成熟先例。对此，相关部门既要向先
进地区取经，更要根据产业发展需求进行充分
调查研究，出台各类扶持政策，用“政策快人一
步”实现“发展更胜一筹”。

涉足全新领域的深远海养殖企业，正在
摸着石头过河，十分需要坚强有力的服务支
撑。相关部门要用“率先”思维、创新手段，及
时给予回应和支持，吸引更多企业向深远海
养殖进军。

辽阔海洋是蓝色粮仓，渔业养殖未来发展
的潜力主要在深远海。挺进深远海，仅靠市场
的力量、企业的打拼是不够的，要汇聚自然资
源、海洋与渔业、工业和信息化等多个部门的
力量，引入海洋科研院所、海洋科技企业、金融
机构等各类资源，共同用好敢为人先的优势，
开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福建路径，为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用“政策快人一步”实现“发展更胜一筹”
□本报记者 卞军凯

“振渔 1号”养殖平台的深水网箱 王为刚 摄

▲卢统锋展示“定海湾 1号”养殖的大黄鱼。 孙兴顺 摄

◀我国首台半潜式渔旅融合深海养殖装备“闽投 1号” 原浩 摄

“闽投 1号”出产的大黄鱼在行业展会上大受欢迎。（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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