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优先守底线 产业转型新跨越

湖北渔业高质量发展再谱新篇
湖北素有“千湖之省、鱼米之

乡”的美誉，渔业资源十分丰富，
淡水水域面积居全国第一。2022
年，全省淡水水产品总产量首次突
破500万吨大关，连续27年居全国
榜首。

去年，党中央审议通过《关于进
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强调要毫不动
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
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为推动
渔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荆楚大地得天独厚的水域生态
环境和丰富多样的水生生物资源，
是淡水鱼产业发展的摇篮。湖北省
农业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省农
业发展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柯尊
勇介绍，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通过渔业“小切口”
做好产业振兴“大文章”，坚持把科
技创新作为主动力，全力推进全省
渔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为我省加快
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贡
献渔业力量。

“增氧效果出乎我的意料，接下来其他
鱼塘也要装起来。”阳新县湖北长乐泉井农
业科技公司示范池塘养殖基地负责人舒思
地笑着说道。

走进该公司养殖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
排排摆放齐整的鳜鱼养殖池，密密麻麻的鱼
儿正在快活地游动，随着一把鱼料抛洒入
塘，池面沸腾了，数不清的鱼苗争先恐后地
跳出水面，争抢鱼食。舒思地告诉笔者，过
去一个塘只放3000尾鳜鱼，试用新设备的
20亩鱼塘，现在已经投放了近30000尾鱼
苗，大大提高了鳜鱼的存塘量，预计销入市
场后，收入最低能翻4倍。

近几年来，省农业发展中心不断加大对
渔业科技的投入，全省水产产量突飞猛进，
在种业创新上，培育出水产新品种19个，率
先突破黄鳝全人工繁育技术，中华鲟等长江
珍稀鱼类的全人工规模化繁育获得成功，创
新开展长江野生鱼驯化繁育推广“6条鱼工

程”（中华沙塘鳢、铜鱼、长吻鮠、长春鳊、大
鳍鳠、刀鱼），其中长江“刀鱼”首次在湖北人
工养殖成功；在模式创新上，开展“稻虾憨”
模式和“七钱虾”生产技术研究攻关行动，全
省稻渔生态种养规模达802万亩，居全国第
一，并创新池塘“零排放”圈养等设施渔业养
殖模式，连续两年入选“农业农村部十大引
领性技术”，帮助我省设施渔业快速发展，特
别针对山区库区利用冷水资源发展鲟鱼、鳗
鱼、虹鳟等工厂化养殖技术，规模达到686
万m3；在加工上，先后攻克了鱼蛋白质分步
酶解、鱼皮制革、小龙虾甲壳素制备等淡水
鱼精深加工技术，全省水产加工品总量达到
144万吨，涵盖冷冻品、干制品、熏制品等10
大系列100多个产品。

一步一个脚印，目前，全省拥有国家级
渔业科研机构4家，建有3个国家淡水鱼类产
业技术体系和29个国家、部、省级淡水渔业研
发中心，拥有各级水产科研所41家、水产技术

推广机构507个，10多万水产专业人才，全国
淡水渔业、淡水生物学两院院士共有7位，其
中有5位在湖北。有效打通了渔业技术服务

“最后一公里”，在线推出渔业技术服务平台
“湖北省渔业科技超市”。渔民们拿起手机即
可“学技术、解难题、知价格、连市场”，平台注
册用户已达18.66万，广受社会各界好评。

随着国民生活品质的提高，渔业已经成
为突破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淡水鱼生产基地，我
省是全国向江河湖海要食物、推进水产品稳
产保供的主战场、主渠道。按照省委、省政府
关于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工作部署，省农
业农村厅省农业发展中心大力推动渔业“稳
存量、扩增量、提质量”。2022年，全省淡水
水产品总产量首次突破500万吨大关，占全
国的14.7%。预计2023年淡水水产品总量
将再创新高，连续28年居全国第一，现在国
人餐桌上每7条淡水鱼就有1条来自湖北。

江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透过波光粼粼的
江面，隐约可见江豚在水下游弋，两岸树木林
立、游人如织，金色的阳光洒下，好一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之景。

去年12月是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
宣传月，也是我省连续第14年组织开展以“关
爱水生动物，共建和谐家园”为主题的科普宣传
月活动。据了解，湖北现有国家二级以上水生
野生保护动物31种，省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21种，其中更是包括大家所熟知的长江江
豚、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大鲵等水野保护旗
舰物种。近年来，为详细掌握全省水生生物资
源现状，我省相继建立了13个水生生物自然保
护区和70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长江汉江
干流、部分重要湖库及水生生物保护区共设立
了96个监测站位，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监测调
查。监测表明，我省长江干流的鱼类品种较禁
捕前显著增多，胭脂鱼、大鲵等物种的野外种群
也得到了较快恢复，还有多年来难见踪迹的长
江鲟，近两年在我省长江干流也多次被发现。

长江十年禁渔实行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
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长江禁渔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长江十年禁
渔放在长江大保护和湖北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中
统筹推进，将长江禁渔写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报告和省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纳入湖北建设全

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重要内容。省农业
农村厅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
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省农业发展中心全力参
与各项工作，推动我省长江禁渔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

目前，全省退捕渔民全部转产安置，筹措各
类资金60多亿元，32226名退捕渔民上岸安置
实现应补尽补，退捕渔民生产生活安稳向好；长
效监管机制全面建立，建成88个“天网工程”视
频监控系统，建立包括983名江段长、3455名
岸线长、1786名巡护员的网格化管理队伍；水
生生物资源快速恢复，长江监利段“四大家鱼”
卵苗发生量从最低时的不足1亿尾、提升至
78.7亿尾，刀鲚、鳤鱼时隔30年重现湖北江段。

“坚持生态为先、提倡绿色发展，深入推进
一鱼一产业，是守好淡水产品产量第一大省金字
招牌的杀手锏。”省农业发展中心党组成员、副主
任柯尊勇表示，中心将继续落实“虾十条”“鳝七
条”意见，聚焦全产业链，稳一产、强二产、联三
产，在科技支撑上狠下功夫，提升渔业产业化水
平和核心竞争力，建立全省专家库，加强新品种
推陈出新、新模式推广普及、新技术推广应用，严
格遵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进一步
加强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渔业资源养护，推动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格局，为乡村振
兴和农业强省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2023年10月28日，在首届湖北（仙桃）
黄鳝节开幕式上，有关方面正式对外公布：

“仙桃黄鳝”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为172.25亿
元，创下全国同类产业新纪录。

在西流河土坑村的黄鳝繁养基地里，星
罗棋布的网箱悬浮在一个个鱼塘里，远远望
去如同一道独特的水乡风景画，蔚为壮观！
这里水域面积达2万余亩，是全国单体规模
最大的黄鳝繁养基地。“都是来购买黄鳝幼苗
的，今年我们规模化全人工繁育2亿尾黄鳝
苗，存活率高达95%！”仙桃市洪渊泽水产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童国兵介绍，以前黄鳝苗依
赖自然繁育，数量少，成本高。经过技术改良
后，黄鳝苗不仅存活率提高，养殖成本也从平
均3元/尾降至1.5元/尾左右，从7月开始，全
国各地的黄鳝养殖户都来仙桃抢购苗种。

和黄鳝一样，湖北小龙虾在全国也具有
重要影响力。2022年，全省小龙虾养殖产
量113.8万吨，黄鳝产量15.4万吨，均居全
国第一，监利市、洪湖市、潜江市小龙虾产量
长期稳居全国前三甲，仙桃市黄鳝产量多年
居全国第一。小龙虾产业已形成了集繁育
养殖、加工流通、电子商务、休闲旅游、餐饮
服务、节庆文化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综
合产值达1465亿元。我省鲜活黄鳝远销北
上广深、云贵川渝和长三角等地，在上海江
阳等重点批发市场占有率超过60%。

去年以来，全省多次专题召开小龙虾、
黄鳝产业链推进会，出台“虾十条”“鳝七条”
意见，从品牌提升、科技创新、强链延链等多

方面强化产业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产业
发展，极具针对性、可操作性。全省上下迅
速行动，瞄准“品牌最响、产量最大、品质最
优”的目标，共同打造“潜江龙虾”“仙桃黄
鳝”两大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整合监利、洪
湖、潜江、仙桃等主产区产业资源，推动全省
共树一品牌、共遵一标准、共推一产业，成功
举办第十四届湖北（潜江）龙虾节、首届仙桃
黄鳝节，“潜江龙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
350.8亿元，“仙桃黄鳝”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达到172.25亿元。

据省农业发展中心透露，为保障“虾十鳝
七”政策成功落地，全省组建以省小龙虾、黄
鳝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国水科院长江所、华中
农业大学等为核心的育种团队，开展小龙虾、
黄鳝新品种培育，目前已获得3个生长速度
好的小龙虾群体和生长性状好的F4代（即选
育繁殖的第四代），选育了黄鳝大黄斑F3
代。在产量质量双提升的同时，围绕池塘、稻
田、温棚、车间等多种场景与多种养殖技术耦
合，研发“四季有虾”技术，推广“稻虾鳝”“藕
虾”“工厂化养鳝”等新模式，不断拓展养殖空
间。去年前三季度，全省小龙虾产量超120
万吨、黄鳝产量超10万吨，同比增长都达到
10%以上。

此外，我省成立了湖北省小龙虾产业
控股集团和湖北省黄鳝产业集团，
打造集精深加工、外贸内销、
冷链物流、智能装备于
一体的融合发展平

台。加快推动虾头、虾壳、鳝骨等“变废为
宝”，潜江华山、钟祥兴祥等企业投入甲壳素、
虾青素规模化生产，仙桃允泰坊、顾大嫂等企
业扩大黄鳝休闲食品、调味产品生产规模。
还组建了6个省级小龙虾科技服务小分队，
深入主产区“分片包干、驻点服务”，成立以中
科院桂建芳院士为组长的小龙虾、黄鳝产业
链省级专家组，推动从育种到精深加工全产
业链科技创新。已开发小龙虾系列加工产品
60多种、黄鳝系列加工产品20多个，10公斤
级甲壳素纳米晶研制工艺进入中试，成功研
发小龙虾剥壳机、黄鳝宰杀机等全自动现代
化设备。

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作为湖北
农业农村经济的优势产业，渔业是全省农民
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2022年，我省渔业
经济总产值3513.4亿元，占全国的11.38%，
渔业产值占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17.7%，渔民人均纯收入25172元，创历史新
高。目前，全省水产品产量5万吨以上的县
有36个，10万吨以上的有16个，禀赋的水
产资源不仅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更
成为了农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

餐桌上每7条淡水鱼中1条来自湖北

“虾十鳝七”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

绿色发展擦亮全国淡水渔业第一大省“金字招牌”

湖北黄鳝产业集团仙桃黄鳝养殖基地。

华中农业大学池塘零排放圈养试验基地。

潜江市潜网集团后湖管理区稻虾基地。

长江江豚跃出水面长江江豚跃出水面。。（（杨河杨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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