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型圆润、线条优美、鳞

片闪闪，林国辉培育的锦鲤品

种落叶品相出挑，在国内市场

大受欢迎，竞争力不逊于日本

品种。“一条25公分的落叶，

别人卖2000元，我们能卖到

6000元。”说起自主培育的

品种，林国辉颇为骄傲。

林国辉的自信源于多年

的坚守。2015年左右，他着

力培育落叶。起初的三四年

特别困难，一方面是育种经验

不足，更大一方面是没有销

路。“没曾想，把养殖场搬来南

海，销路问题就解决了。”林国

辉说，南海毗邻广州，运输和

销售更具优势。自此，他坚定

了把落叶做大做强的信心。

如今，市场用“脚”投了林

国辉一票，这也是国产锦鲤崛

起的一个缩影。过去，内地高

端锦鲤基本依赖日本进口。

如今，国产高端锦鲤占有率越

来越高，达到六七成。

不过，心怀锦鲤大业的林

国辉深知，国内锦鲤产业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日

企养殖锦鲤数据化、信息

化，可追踪到上几代的基

因。”林国辉说，他们的数字

化应用还拓展至养殖环节，

对水温、水质等检测更精细

准确，这也是后期养好锦鲤

的关键。

反观国内，很多企业仍处

于数字化起步阶段。“我们会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林国辉

说，相信有朝一日能将中国的

锦鲤文化发扬光大。

产业发展需要科技赋

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十

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提

出，到2025年，渔业科技水

平进一步提升，渔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67%，水产养殖

机械化率达到50%以上。锦

鲤产业作为渔业产业重要细

分领域，其发展更需要科技赋

能支持。

前不久，“彩锦王杯”首届

中国锦鲤幼鱼大赛在南海举

行，填补了行业空白，吹响国

产锦鲤全面发展新号角的同

时，为南海锦鲤产业发展带来

前所未有的机遇。

“希望通过承办幼鱼大

赛，为佛山市尤其是南海区锦

鲤产业对接国内知名产业研

究机构和专家，用科技为锦鲤

产业发展赋能、服务乡村振

兴。”佛山市锦鲤协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在自家的渔场里，惠和锦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国辉俯下身细看：晶莹剔
透，如芝麻粒般大小的锦鲤鱼花使劲甩着“小尾巴”。

站直身子，林国辉提起附着不少鱼卵的孵化板，终于放下心来：“3月是鱼
苗孵化的关键时候，过不了几天，这些鱼花就会转移到土塘里，有‘专职保姆’
照顾。再过十来天，个头就比现在大好几倍啰！”

南海背靠珠江后航道，水网密布，建起的一方方鱼塘里，一尾尾五彩斑斓
的锦鲤“游”出一个富民大产业。目前，南海已逐渐形成完整的锦鲤产业生态
圈，成为国内锦鲤产业重要的全产业链基地及商贸集散地。此前，中国锦鲤幼
鱼大赛宣布将长期会址定于南海，锦鲤再次“出圈”，未来，南海将以何种方式
筑梦锦鲤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梁慧恩

文/珠江时报记者梁慧恩郑慧苗周钊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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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养锦鲤

2022年有园区靠卖锦鲤进账5亿元，南海要将
观赏鱼培养成产值50亿元的产业

“粉丝们，看看这条‘昭和’，体态流畅，品相很

好。”“包邮，喜欢的加个关注。”开春以来，四海锦鲤

养殖场的直播间十分热闹。四海锦鲤负责人余春

荣说，企业开设了淘宝店，还在微信视频号、微拍

堂、抖音等渠道直播，吸引了来自宁夏、山东、江苏、

大连的客户，销售范围扩展至越南等地。

在南海花卉博览园，超六成锦鲤企业搭上电商的快

车。2022年，近100万尾锦鲤远销全国走向世界。

这是南海锦鲤产业链日趋完整的缩影之一。目

前，南海已形成种苗研发、景观创意、种植养殖、信息物

流、电商直播于一体的产业链格局。同时完善鱼池建

设、鱼池护理服务、饲料销售等上下游配套服务，让越来越多

锦鲤企业在这扎根生长，做大做强。

锦鲤产业兴旺，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近年来，南海先后

举办国际观赏鱼文化节、海豚超级杯全国锦鲤公开赛等活动，用锦

鲤串联带动观光农业、旅游业等。承办方南海花卉博览园的相关负

责人介绍，花博园以此为契机，落户一批优秀观赏鱼养殖企业，建设

成为全国最大锦鲤和龙鱼集散中心及特色休闲农业主题园区。

“锦鲤+”模式的创新发展给南海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其中观赏鱼

养殖成为重要抓手：到2025年，南海将建设2个以上观赏鱼主题的都

市农业公园（产业园），发展休闲农业提高产出。通过组织观赏鱼展览、

专业大赛、知识竞赛等休闲娱乐活动，带动产业与旅游融合，培育出

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目前，南海区已成为国内观赏鱼产业重要的全产业链基地及观

赏鱼商贸集散地，现有观赏鱼养殖面积166.67公顷（2500亩），年

产量超2亿尾，综合经济价值超20亿元。2023年，南海出台《南海

区加快推进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十大行动计划（2023—
2025年）》，将观赏鱼产业集群发展行动纳入其中。

接下来，南海区将推动渔业产业资源整合、优化、提质、

增效，实施渔业产业发展“双轮驱动”，东部片区扩大观赏鱼

养殖规模，强化产业集聚优势，壮大观赏鱼上下游产业

链；西部片区创建全国一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打造淡水

鱼养殖新高地。同时，科学布局“一镇一园区一主业”，

在狮山镇打造以团和锦鲤为核心的观赏鱼养殖基地，

在里水镇打造以南海花博园为核心的“销售+物流+文
旅”现代园区。

蓝图已绘就，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养殖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销售集散优势

的进一步发挥，观赏鱼生态、休闲、文化、科普等

功能的进一步拓展，南海区观赏鱼产业发

展将迎来质的飞跃，实现观赏鱼综

合产值超50亿元的目标。

当前，观赏鱼成为继猫、

狗之后的第三大宠物。寓意

“富贵、吉祥、健康和幸福”的

锦鲤，也成了网络语“好运”的

代称，代表“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三十多年前，南海锦鲤产

业已有发展势头。1985年，南

海县引进锦鲤200尾，由县水

产研究院养殖。一年后，人工

孵化锦鲤成功。彼时，锦鲤养

殖还处于官方研究阶段。

直至1995年，里水镇一

养殖户开始引进养殖锦鲤，放

养 450尾，养殖品种 50多

个。锦鲤养殖开始“游”入民

间。随着养殖数量和面积不

断增加，2002年，里水锦鲤养

殖面积46.7公顷，逐渐迈向

产业化。2022年，里水锦鲤

年产量1.5亿尾，南海花卉博

览园的锦鲤销售总额约5亿

元。

从起步到蓬勃发展，南海

锦鲤产业的转折点在哪？

记者走访多家锦鲤企业

负责人时，他们不约而同地

说：研究南海与锦鲤之缘，

2019年、2020年是绕不开

的关键年。

“当时，南海占据天时、地

利、人和，为锦鲤企业提供了

一潭‘好水’。”林国辉分析，

2019年，广州花地湾花鸟鱼

虫市场拆迁，大批观赏鱼企业

急需寻找新地盘，这是“天

时”；南海气候温暖、水土肥

沃，渔业资源丰富，背靠珠江

后航道，毗邻白云机场，具有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这是

“地利”。

至于“人和”，佛山百鲤渔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洁认为，

和南海的利好政策有关。“农

业设施投资大、周期长，南海

花博园有设施农业用地指标，

还能提供18年长租期，对农

企而言是最大的‘定心丸’。

也正是如此，这几年锦鲤养殖

在南海发展非常快。”

2016年，南海花博园只

有惠和锦一家锦鲤企业，如

今已拥有超300家。南海的

锦鲤产业从快速发展步入兴

盛。

南海锦鲤已成为国产锦

鲤中首屈一指的“明星”，主要

养殖品种有红白锦鲤、昭和三

色、大正三色等，还诞生了团

和锦鲤、惠和锦、百鲤等一大

批起点高、辐射带动强的锦鲤

企业。南海不仅养殖规模全

市之最，还坐拥全国最大锦鲤

集散中心。

南海“好水”育“好鱼”

国产锦鲤抢占内地市场

“锦鲤+”成乡村产业振兴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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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狮山打造以团和锦鲤为核心的观

赏鱼养殖基地，在里水镇打造以南海

花博园为核心的“销售+物流+文旅”

现代园区。

1 到2025年，南海将建设2个以上观赏鱼主题的都市农业

公园（产业园），发展休闲农业提高产出。

2
东部片区扩大观赏鱼养殖规模，强化产业集聚优势，壮

大观赏鱼上下游产业链

3
西部片区创建全国一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打造淡水

鱼养殖新高地。

4

养殖面积

166.67公顷（2500亩）

年产量

超2亿尾

综合经济价值

超20亿元

■南海用锦鲤串联观光农业、

旅游业等多方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