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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多  南鱼北养成规模
秋天是吃大闸蟹的最佳时节，岐

山县蔡家坡镇安乐社区生态农业合

作社负责人蔡洋，带领工人们忙得不

可开交，捞蟹、捆蟹、包装，这里的大

闸蟹将发往全国各地。

说起大闸蟹，人们都会想到阳澄

湖的大闸蟹。在我市也能养殖大闸

蟹？没错，蔡家坡镇安乐社区临近石

头河、依傍大秦岭，被称为宝鸡的“小

江南”，适宜的气候和水环境为养殖

大闸蟹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蔡洋说：“2018 年，我开始养殖大闸

蟹，今年的大闸蟹肉质鲜嫩、膏黄饱

满，重量大多在 4 两以上。最近是销

售旺季，我还通过网络直播带货，每

天的销售额在 1万元以上。”

金台区硖石镇青山环绕、碧水长

流，有着先天的淡水养殖优势。当地的

渔荞美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从2017

年开始，尝试养殖澳洲淡水龙虾，2019

年，该合作社养殖成功。记者在该合作

社看到，池塘清澈见底，近30厘米长的

水龙虾在水中游来游去。合作社负责

人马宪介绍说：“我们的产品除了满

足陕西市场，还远销甘肃、北京等地。”

冯家山水库渔场地处陈仓区贾

村镇北湾村，现有水域养殖面积 2

万亩。这里采用人放天养的模式，重

点养殖净水性、滤食性鱼类，实现了

以鱼抑藻、以鱼净水、以鱼固碳的目

标，达到水质净化和渔业经济互利

共赢。渔场工作人员说 ：“今年，我

们渔场的鲢鱼、鳙鱼、银鱼 3 种水产

品先后获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

证，成为全省首家通过绿色食品认

证的水产品。”

宝鸡生态环境优美、水资源较为

丰富，南鱼北养已经渐成规模。

市水产工作站高级工程师王明祥

介绍，近年来，我市坚持现代渔业发展

方向，不断优化水产品养殖结构，“银鳞

雀跃鱼满舱”的丰收场景已成为宝鸡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目前，全市主要经济

鱼类有草鱼、鲢鱼、鲤鱼、鲫鱼、泥鳅、鳟

鱼、罗非鱼、鲟鱼等，以及虾、大闸蟹等

共15种，市域范围内鱼类共74种，养

殖面积4.5万亩，年产量7000余吨，年

产值2亿多元，渔

业产量和产值在全省位居前列。

收益高  乡村振兴好抓手
在我市规模最大的冷水鱼养殖

基地——太白县太白河镇冷水鱼产

业园，工作人员按照冷水鱼的生长情

况进行分拣，偌大的鱼池内，鱼儿翻

滚跳跃。

太白县太白河镇境内河道属长

江流域汉江水系，冬季水温不低于

8℃，夏季水温不超过 20℃，这里的

冷水资源得天独厚。2017 年，太白

河镇投资 539 万元，在兴隆村建成占

地 32 亩的冷水鱼养殖示范园。随后

园区逐年扩大养殖规模，2021 年已

建成集冷水鱼养殖、生态

观光、乡村旅游、教育科研等

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鱼儿池中游，村民腰包鼓。通过

6 年多的养殖实践，该园区实现了苗

种自繁自育，养殖鲟鱼、鳟鱼等冷水

鱼 150 万尾，年产 100 余吨，形成了

集孵化、养殖、运输、销售为一体的产

业链，实现年产值上千万元。该园区

采用“党支部+ 合作社+ 龙头企业+

能人大户+ 农户”的模式，合作社收

入的 60% 用于集体分红，40% 用于

集体经济发展，园区已连续累计分红

55 万元，农户户均增收 2000 余元。

看到渔业养殖的好前景，太白

县、扶风县、眉县、金台区等县区打

造了一批集养殖、垂钓、餐饮、露营

于一体的休闲渔业，不仅成了居民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还促进了渔业

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带动当地群

众增收致富。

基础好  渔业品牌响当当 
根据原农业部印发的《养殖水域滩

涂规划编制大纲》，以及宝鸡市养殖水

域现状和特点，我市养殖区功能划分为

渭河川道池塘养殖功能区、渭北旱塬水

库养殖区、秦岭南北麓河沟流水养殖开

发区、休闲渔业功能区、稻田养殖功能

区和水产苗种生产功能区六大类。

王明祥表示，不管在南方还是北

方，良好的水质是水产养殖的先决条

件。宝鸡有着适宜的气候温度、较为丰

富的水系和土壤微量元素，这就为南

鱼北养提供了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

各县区还要不断推动养殖技术推广，

相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做好技术服务和

技能培训工作，为本地渔业发展提供

技术支持。

市水产工作站站长李志刚表示，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特

色水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消费比重

也在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市养殖的

鱼虾蟹远销全国各地，取得良好效

益。“我们将不断优化渔业养殖结构，

积极培育引进南美白对虾、鲈鱼等名

特优鱼类新品种，以达到‘渔民增收、

渔业增效’的目标，着力打造宝鸡渔

业品牌。”李志刚说。   

聚焦宝鸡渔业高质量发展，一些

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刘家寿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研究员。他说 ：“经过专业测

评，我发现宝鸡水产品质量安全放

心，没有土腥味，且肉质紧、品质高。”

刘家寿建议，我市应充分利用水质资

源好、工业无污染的优势，以市场为

导向，养殖高附加值水产品，提升宝

鸡渔业影响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吉红表

示，宝鸡要引进更多专家团队和先进

技术，科学养殖，开发更多优质水产

品，在深加工上下功夫，进一步延长

产业链条，实现规模化经营、标准化

生产、品牌化运作、产业化服务，进一

步把宝鸡渔业做优做强。

宝鸡水产“走”向全国
本报记者 罗锐

膏黄饱满的大闸蟹、肉质鲜美的水龙虾、营
养丰富的冷水鱼……如今，越来越多的特色水
产品在我市成功养殖，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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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鱼北养

不断提升水产品供给质量　
柳玫玫

蔡洋养殖的大闸蟹

工作人员收获鲟鱼 太白河镇冷水鱼产业园工作人员捞鱼

马宪展示水龙虾

乡村振兴
进行时

水产品作为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是深受
老百姓喜爱的美食之一，而随着全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日益青睐绿色、营养、美
味的食品，这为水产品消费带来了很大的潜力和空
间。我市水产品养殖有着良好的基础，要依托资源
禀赋、技术创新及服务保障，进一步提高水产品供
给质量，充盈群众“菜篮子”，鼓起农户“钱袋子”。

近年来，我市水产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渔业产
量和产值在全省位居前列。经过不断摸索，我市大
闸蟹、水龙虾等养殖技术取得突破。本土产的“虾兵
蟹将”得到市民的认可，这既活跃了水产市场，又使
农户多了增收渠道。据行业预测，未来几年，我国水
产品消费市场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水产品养殖
业迎来发展机遇，同时，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鱼虾的

肉质是否鲜美、价格是否实惠、养殖环境是否绿色
环保，以及处理、烹饪是否简便，都将影响消费者的
购买欲望。

水产品养殖户和养殖企业要紧跟市场，紧贴消
费者需求，任何时候都要将质量和安全放在第一
位，持续改善养殖环境，实施生态健康养殖模式，让
老百姓买得放心。相关部门要加大技术服务和推广
力度，加快新技术应用，通过政策支持，引导水产品
养殖户完善智能化、自动化、规模化设施，不断提高
养殖效益。同时，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开发丰富多
样、食用方便的水产加工食品，让消费者有更多选
择。在有条件的集贸市场、超市生鲜区，开设本地水
产品专柜，加大宣传推广，引导更多消费者选购，进
一步提升宝鸡水产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