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一条鱼”的
经济大文章焦点一

水产是佛山优势农业产业，加州鲈、生鱼的养殖享誉

全国。而南海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

区，发展水平全国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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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访谈嘉宾，南海区政协

委员、广东鱼兴港水产有限公司

总经理郑伟直言，从广州来到南

海九江，鱼兴港正是看中九江的

水产优势。九江镇既是“中国淡

水鱼苗之乡”又是“中国加州鲈之

乡”，这两块金字招牌都是发展渔

业的“王牌”。

“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

任务十分艰巨。”郑伟从行业的角

度总结了三个难点：一是水产养

殖业的基础设施简陋、陈旧，经济

基础薄弱，机械化程度低，缺乏现

代化、高层次养殖生产所必需的

物质条件和综合经营规模，尤其

是一些企业既缺乏技术储备，又

缺少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资

金，只能维持现状，在市场竞争中

处于劣势；二是水产品检测标准

不统一，农药、渔药及水产养殖用

饲料添加剂等残留检测标准滞

后；三是市场营销处于初级阶段，

缺乏品牌意识，多数养殖单位、养

殖户还没有把水产养殖像其他行

业产品一样打造出品牌，参与竞

争的意识不强，单纯依靠产品市

场价格上扬来增收创收，而不能

从加大科技含量、产品整体包装

上来获取更高的附加值。

对标先行地区，九江如何做

好“一条鱼”的经济大文章？郑伟

认为，这其中既有对鱼品质的严

格要求，也有对产业链的重塑与

构建，更有对渔业品牌化之路的

深度思考。现代渔业高质量发

展，任重道远。

数字赋能尤为重要。郑伟建

议，要对外“取经”，深化大数据整

合共享，加速建设“渔业产业大

脑”，打造以产业服务、产业地图、

全产业链数字化为核心的“产业

大脑”，形成上下联动、业务协同、

信息共享的数字渔业产业体系。

郑伟非常关注塑造品牌这个

问题。他建议，九江加州鲈产业

可以学习珠海斗门“白蕉海鲈一

桌菜”的出圈经验，讲好产品的故

事。

做大做强养殖业，种苗是基

础。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

技术含量极高。郑伟建议，要加

大水产种业研发应用力度，提高

九江水产新品种育种创新能力，

加快良种繁育技术示范和推广，

培育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

化、现代化的水产原良种生产基

地和“育繁推一体化”的水产种业

企业，诗酒渔场的九江值得期待。

土生土长的李栢全，是区政

协委员、海寿上沙村第三经济社

社长。作为访谈嘉宾，他一路见

证着海寿村通过加快池塘提升

改造，提升水产养殖业的全过

程。

“一开始，我养的是桂花鱼

苗，大约养殖了5000尾，但是由

于缺乏科学的经验，没有获得很

好的经济效益。”有着二十多年养

殖经验的李栢全，现场分享了他

的养殖故事。后来，他外出学习

科学的养殖经验和技术，提高了

水产养殖的效率。慢慢地，李栢

全还将好的养殖经验带回村里，

并亲身教授给其他水产养殖户。

在李栢全看来，优良的水质

是水产健康养殖、取得高产高效

的重要前提。2022年，九江开始

对海寿村渔业发展进行转型提

升，克服了海寿村岛形水文地貌

复杂、尾水治理、鱼塘腾退沟通协

调等困难，以“转观念、转管理、转

模式、转品种”推动渔产品质量提

升、尾水排放高质量治理。

现场，李栢全介绍，海寿村

养殖池塘改造提升项目涉及15
个经济社、面积约137万平方米

（2050亩）。海寿岛水产养殖区

域被划分为北一区、北二区、南

区，每个片区分别设置一套提升

设施，对养殖尾水进行预处理，

岛内两条主涌（中心涌、海仔涌）

作为水源涌，供附近鱼塘就近取

水使用。

此外，海寿村将“尾水治理”

建设融入景观美化，打造了5.2
万平方米（78.14亩）的景观带，

建设了人行便桥、汀步、绿化绿

植等景观设施，大力发展水产养

殖业和农业文旅产业，促进海寿

岛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

尝到“甜头”的李栢全不仅

改变了传统的养殖方式，还引入

了水鱼苗，“对于我们个人养殖

户来说，用地是制约发展的一个

因素。”李栢全建议，相关政府部

门可以进一步加速优化农业土

地集约工作，推动全镇水产养殖

从传统的孵化方式向全产业链

融合发展转变，推动全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戴欢婷黄婷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章佳琳

观点

速递

打造一支治疗鱼生病
的医疗团队

九江水产养殖业多以散

养为主，规模比较小。目前，

多数水产养殖户都存在着困

惑，无法确诊鱼类疾病、无法

筛选合格药物和无法确定药

物用量。“猫猫狗狗生病了，可

以去宠物医院。那么，鱼生

病了，又该怎么办？”现场，九

江镇烟南村党委副书记、烟

南村委会副主任苏结仪建

议，九江镇水产协会联动水

产养殖方面的专家学者，打

造一支专业的专门治疗鱼生

病的医疗团队，以此解决水

产养殖户的困惑问题。

政协九江镇工委会开展协商议政活动，为“打造儒林湾现代渔业，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做强“一条鱼”闯出“致富路”
9月 21日，在九江海寿

岛美丽渔场一旁，政协委员、
职能部门代表、村居干部、协
会会长齐聚一堂，围绕“打造
儒林湾现代渔业，促进渔业高
质量发展”的主题畅所欲言，

凝聚民心民智，将九江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蓝图越描越美好。
这是政协九江镇工作委员会开展2023年“委员聚焦”协商议

政活动的生动场景。一个半小时里，众人提出一个个事关儒林湾
做好“一条鱼”兴业又富民的好点子，探索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新
路径。

作为访谈嘉宾，九江鱼花省

非遗传承人陈杰明，从事水产养

殖30多年。他对九江水产养殖

业的发展历程颇有感触。

九江镇紧邻西江黄金水道，

区域内河涌水网长度240多公

里，生态环境优美。九江水产养

殖业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其鱼

花文化底蕴尤为深厚。目前，九

江镇水产养殖面积 2293公顷

（3.44万亩），水产养殖年产量超

10万吨，全镇现存鱼苗场70多

家，年生产淡水名优鱼苗超过

1000亿尾，是国内重要的淡水鱼

苗产区和集散地。

自2011年被授予“中国淡

水鱼苗之乡”特色称号之后，九江

镇继续发挥地域优势，产业规模

稳步发展，已成为国内重要的淡

水鱼苗产区和集散地。

然而，长期以来，九江镇不少

村居仍是小而散加粗放型的养殖

模式，使得鱼塘普遍存在泥塘淤

积、塘埂坍塌、排灌不畅等问题。

在陈杰明看来，养殖池塘整

治提升是“破题”的关键。他认

为，九江要以养殖尾水资源化利

用或达标排放为目标，全域推进

养殖池塘改造提升，推动水产养

殖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

色优质型转变。

小鱼塘变大“鱼网”，表面上

是简单的重整与改造，实际是为

了形成“1+1>2”的叠加效应。陈

杰明认为，九江要继续以养殖池

塘标准化改造为抓手，实现农用

地集约化，推动农业生产要素向

园区集中、优势产业向园区集聚，

推进农业产业化、多功能化经营，

这也是九江推动水产养殖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举措。

陈杰明还建议，要进一步发

挥九江鱼花产业优势，促进水产

种质提升，积极联动水产企业、

携手科研院所，依托九江镇“中

国淡水鱼苗之乡”和“中国加州

鲈之乡”的产业基础，针对西江

等不同江段、区域特点以及珠江

水系土著鱼类资源养护现状，系

统构建南海区淡水渔业种质资

源库。

一直从事“三农”服务工作

的九江镇农林服务中心副主任

熊炳源，也是“委员聚焦”访谈嘉

宾之一。他从九江水产养殖业

历史到现代渔业发展，描述了现

代渔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

熊炳源介绍，20世纪60年
代，九江镇率先突破和应用生态

生理催产法先进技术，开拓了淡

水鱼人工繁育新进程。到了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工繁育

鱼苗获得成功，古老的江河捕捞

鱼苗方式逐渐被取代。特别是

鱼苗人工繁育经过近50年的发

展，从传统四大家鱼的繁育到名

特优新品种的选育，生产技术和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让九江逐步

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淡水鱼苗

生产基地”。

诗酒渔场，烟火九江。熊

炳源介绍，九江培育壮大了一

批淡水鱼苗孵化企业、专业合

作社和养殖大户，解决了一大

批农业闲余劳动力，同时带动

了广大养殖户，引领水产养殖

从传统的孵化方式向全产业链

融合发展转变。

对于委员提出品牌塑造、集

约农用地等话题，熊炳源现场回

应道，九江高度重视水产品品牌

建设，不断完善品牌发展战略，

打造了一批有价值的地方知名

品牌。如推进申报九江鲈鱼、九

江生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定

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水产

种苗专业镇，4个村居被评为广

东省“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特色

农业示范村。

九江还制定渔业品牌发展

战略，不断活化“九江鱼苗”集体

商标实体应用，每年以媒体采

风、评比活动、直播活动、丰收节

活动等线上线下方式，组织专题

报道，不断提升九江水产品牌知

名度。接下来，九江镇将继续把

水产苗种业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通过优化产业功能布局，明确发

展方向和路径，形成现代要素聚

集、生产方式绿色、农业质量提

效突出、经济社会效益显著、联

农带农有力的现代农业格局，做

强做大做优鱼花产业，辐射带动

广东、华南乃至全国水产业高质

量发展，巩固“中国淡水鱼苗之

乡”领军者地位。

熊炳源表示，依托鱼花优

势主导产业，接下来将以建立

珠江水系淡水鱼种质资源库为

抓手，加快推进佛山市南海区

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水产研究

中心建设；加大对水产业的科

技支撑力度，开展系列科技创

新科研项目为水产业赋能，建

成现代水产种业体系，并强化

水产品种的研发、加工；大力支

持水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

加强水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

建设及水产品产后分级、包装、

营销，打造集养殖、加工、收储、

物流、销售于一体的水产业全

产业链，真正做到“一条鱼带动

一个产业”。

推动鱼塘养殖
向现代渔业发展焦点二

优良的水质是水产健康养殖、取得高产高效的重要前提。

小鱼塘大产业 闯出养殖新天地
焦点三

以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放为目标，全域推进养殖池塘改

造提升。

做好“九江鱼”
挺进预制菜新赛道

南海区政协委员、广东

磐鲲港口集团副总裁白喜萍

建议，要在品牌强渔上领跑，

以集聚优势打响九江鱼品

牌，打通从养殖、深加工和冷

链运输等关键环节，让九江

鱼岭南味成为群众餐桌上的

放心品牌，争取做好九江鱼

这道拿手菜，昂首挺进预制

菜万亿级新赛道。

南海区政协委员、朗星

社区两委干部冯肖英建议，由

政府牵头，建立一个全链条可

塑性的管理系统，养殖户或者

养殖场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开

展养殖收运等业务，也让仓储

销售变得更公开化透明化。

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死鱼处

理机制，建议相关部门能实施

统一集中处置方式，通过细化

处理规程，明晰各方责任，解

决养殖户的烦心问题。

“一条鱼带动一个产业”
焦点四

地处桑园围核心的九江镇，拥西江五千米之浩淼，享鱼塘四万亩之

粼粼，数百年来儒、渔、侨、商在此激荡，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在此沉淀。

■委员聚焦现场。

扫码了解九江现代渔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