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水库 上餐桌

这条“生态鱼”还需游过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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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栗园园

仲夏时节，沙坪坝区井口水产品批发市
场，买鱼、卖鱼交易繁忙。但批发市场负责
人许承群却感到压力重重，表示市场已经决
定从下月起，连续3个月为商户们免租。

生意火爆之下有何隐情？
“高温天气，水产品不易长途运输。每

年这个时期的水产品供应都很紧缺，湖北、
江苏等地的货来得少，最近好多商户都进不
到货。”许承群说，眼下市场的货源主要靠本
地供应，每天的进货量为300吨，较此前少
了30吨，供小于求导致水产品价格逐渐上
涨，花白鲢每斤都涨了两元。商户们因此承
担着不小的经济压力。

就在许多同行焦虑不已时，商贩王朝阳
显得轻松不少，他的水产品交易量每天依然
稳定在15万斤左右。“我这两年一直与大足
的玉滩水库合作，他们为了保持较高的卖
价，坚持在夏季捕鱼，刚好能缓解我的进货
压力！”

近年来市水投集团创新水资源综合利用
模式，通过旗下子公司重庆两江生态渔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渔业)，大力发展水库生
态养鱼，在净化水质的同时，增加水产品供
应、带动就业。目前，已实现大足玉滩水库等
70余座水库、15万亩水面的生态养鱼，年产
量1000万余斤，以填补市场“缺口”。

一条“生态鱼”，由此跃出水库，游上餐
桌。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了多个参与生
态养鱼的水库，发现看似“人放天养”的生态
养鱼并非易事，其中仍有许多难点。

捕鱼是个技术活

不投饵、不施肥、不用药，水库生态养鱼
是不是没有什么技术难点，只需投下鱼苗后
静待捕捞就行？面对记者的疑问，不少水库
负责人都连连否认。

“每个水库的水质不一样，加上各地环
境、气候不同，什么时候投苗、投什么、投多
少，这都是有讲究的。”在梁平区蓼叶水库，负
责人杨玄军说，在2020年开展生态养鱼之

初，两江渔业就组织专家前来专门测量了水
质以及周边生态环境，并给出了专门的技术
方案，这是每个水库发展生态养鱼的第一步。

而最让水库负责人们头痛的还是捕捞
环节。

“打渔真的是个技术活，以前没有专门
养鱼的时候水库也会投放花、白鲢净水，但
捕捞率低得很，完全是凭运气，曾经有一次
捕了两三天只捕到9条。”说起捕鱼的经历，
杨玄军仍有些哭笑不得。

在黔江洞塘水库，负责人何伟回忆，水
库每年投苗1.5万斤左右，一度捕捞率不超
过30%，“还有两年几乎啥都捞不起！”

水库捕捞为何难度如此大，让大家都颇
感头疼。根据各水库负责人的分析，主要原
因是水库面积大且形状不规则，水又特别深。

蓼叶水库最深处有60多米，杨玄军原
以为花、白鲢都是浅水鱼，以往多采用的是
20米左右深的网。“水库里还有多个小岛，地
形复杂，也给捕捞增加了难度，赶着赶着鱼
就从网下或者缝隙中跑走了。”杨玄军说。

洞塘水库同样水深，更恼火的是水库下
方堆积了许多成库前的树枝等，导致网撒下
去后“漏洞百出”。

捕鱼率低在许多水库都不同程度存在，
是制约水库养鱼的瓶颈之一。解决问题的
关键还在于一支专业的捕捞队。近两年，蓼
叶水库和洞塘水库都在两江渔业的推荐下
更换了捕捞队，捕捞率明显提升，蓼叶水库
的捕捞率现在能达到60%至70%，洞塘水库
的捕捞率也从不足30%提高到了50%左右。

“这回要有经验些，渔网换成50米深，
还设计了科学的赶鱼路线，一下捕起3万多
斤，把好多以前的‘老鱼’都捞起来了。最大
的‘鱼王’有87斤，起码长了十年以上了！”
杨玄军说。

亩产大多不足百斤

与捕捞率同样低的还有产量。
就采访情况看，蓼叶水库、洞塘水库亩

产各30余斤，玉滩水库亩产70余斤，长寿范
家桥水库亩产100斤左右几乎算得上“高
产”了。

有水产专家表示，由于遵循生态养殖不
投放饲料、鱼类只以水中浮游生物为食的原
则，水库养鱼的产量基本只能达到传统养殖
的5%。

产量低加上捕捞率不高，水库养鱼的效
益可想而知。但若没有经济效益驱动，水库
养鱼模式将难以推广。

在增加经济效益上，长寿区范家桥水库
给出了一个成功案例。

“就跟土壤一样，水库的水也有肥瘦之
分，我们亩产高一些的原因主要还是水相对
较肥。”范家桥水库鱼种场负责人冉庆林说，
得益于此，范家桥水库里的鱼品种也要丰富
得多，除了花、白鲢外，还有黄辣丁、翘壳、草
鱼、清波鱼、鲈鱼等价格较高的特种鱼。

但为了不影响花、白鲢觅食，保证水质
净化效果，范家桥水库里特种鱼的数量也被
严格控制。他们根据水库容量动态调整生
态鱼养殖量，确保鱼类有足够的休憩和生活
空间，每年投放20万斤鱼苗，经济效益可达
到200万元。

2020年，范家桥水库进行了养殖模式
新的探索，在库周开展了育苗和特种鱼养
殖。这种库周养殖需要特定条件，首先是水
库附近要有足够大的滩涂，其次水库和滩涂
之间必须有落差。

“范家桥就符合这些要求。”冉庆林说，
为了让鱼肉更加紧实、口感更好，水库根据
库容量调节流速，让水库水持续往滩涂排
放，加上推水器设备的安装，滩涂内部的水
便有了流动性。鱼儿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
被迫“运动”，鱼肉的脂肪含量更低、蛋白质
更高，卖价随之提高，这种水库坝后养殖模

式每亩效益要高出15%。

鱼好却难卖好价钱

解决了生产环节的诸多难题后，两江渔
业销售副总罗星星坦言，水库鱼在销售上也
有很大压力。

“主要是价格有些尴尬。花、白鲢属于
大众消费品种，卖高了市场接受度低，但卖
低了我们要亏钱。”罗星星说，大部分水库的
成鱼都由两江渔业以“渝湖牌”统一销售，售
价一般在20元左右，而水产批发市场上花
鲢则在10元上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渝湖
牌”花鲢根本无法与其竞争，因此他们主要
走的是中高端市场。

“其实目前的定价，对我们而言，利润空
间已经非常小了。”罗星星认为，这背后反映
的是消费者对水库生态鱼价值认同的困境，

“我说我卖的是生态鱼，但凭肉眼是无法判
断的，消费市场还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

水产批发市场价低，中高端市场量小，
能不能找到其他新兴市场的“突破口”？

罗星星说，今年4月末，公司一位销售
人员尝试进入南岸区融侨半岛某组团社区
的团购平台，短短两个月时间，已发展社区
30多个。“这个增量十分惊人。”他说。

“社区团购平台由团长负责筛选商品，
居民对团长有较强的信任度，而团长们之间
也是有联系的。只要在一个社区获得认可，
这一商品就容易走进其他社区。”罗星星说，
这次的市场开拓让他们找到了“渝湖牌”努
力的方向——下沉市场寻求空间。

市畜牧科学院
挖掘荣昌吴家土鸡种质资源

近日笔者从市畜牧科学院（以下简称“市
畜科院”）获悉，该院与荣昌区吴家镇代兴村
山咔咔养殖合作社合作，开展地方优质土鸡
生态养殖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

据了解，吴家镇原种土鸡与普通商品肉鸡
相比，体型偏小，具有尾翘、腿粗短、耐粗饲和野
外觅食能力强的特性。市畜科院近年来帮助山
咔咔养殖合作社，挖掘吴家本地土鸡遗传资源，
以及提纯选育、扩繁推广。

该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在市畜科院专家的
指导下，他们对吴家土鸡采用“良种+良法”的
饲养方式，放养山林的密度保持在30只/亩，
让土鸡饮山泉，食粗粮、草籽、野果及虫子。放
养 8 个月后，出栏率达 85%以上，体重提高
12%以上；66周龄种鸡的产蛋量达100至130
枚，比之前提高了10%以上；每只鸡的养殖成
本可降低4.2元；成鸡羽毛光亮，肉质紧实，脂
肪适中。

“我们将充分挖掘区域内畜禽种质资源，培
育优良土鸡品种，打造生态土鸡及土鸡蛋品牌，
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市畜科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李大军

酉阳
肉羊专家为养殖户出谋划策

近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
团肉羊产业组来到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
养殖大户、专技人员开展技术培训，并为酉阳制
定地方品种山羊营养标准提供指导。

据了解，肉羊产业组邀请了尚佑军、赵世
华、杨斌3位国家肉羊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
家，前往涂市、毛坝、木叶等乡镇，针对养殖户在
肉羊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给出专业的指导
意见，并在木叶乡、龚滩镇分别举行了肉羊养殖
培训会。

科技特派团表示，下一步将在酉阳建立博
士工作站，把酉阳作为南方山羊产业发展和技
术提升的样板和突破口，助力酉阳实现肉羊产
业提质升级。

酉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 唐宇

綦江
养殖尾水治理整改率达100%

阳光洒在水面上，微风吹过，泛起粼粼波
纹，带动一排排漂浮板随之摆动，生长在漂浮板
上的绿油油的水稻也荡漾起来……日前，当笔
者来到位于綦江区古南街道蟠龙村的山水涧水
产养殖基地时，便见到了这样的一幅景象。

“今年搞的这个鱼稻共生项目非常好，才几
个月，光是水药和鱼药就节约了6万元。”基地
负责人吴文萍说，基地共有6口鱼塘、90余亩，
今年为了治理养殖尾水，就在鱼塘里种上了水
稻。

她说，虽然种、收环节比较耗费人工，但鱼
塘的水质得到明显提升，各类鱼病的发病率降
低了，水稻也以每斤稻谷100元的“高价”被预
订一空。“综合起来看，这个项目对我们基地而
言，是好处多多。”

綦江区农业农村委水产站工作人员张海昕
介绍，像山水涧这样规模在30亩以上的水产养
殖场，该区共有41家、2622亩。今年以来，当
地有序推进养殖尾水治理工作，依据池塘鱼菜
共生综合种养、池塘底排污生态化改造等7种
治理模式落实整改。现已超额完成80万吨养
殖尾水整改任务，整改完成率达100%。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巴南仙池村：
香桃新鲜上市

眼下，巴南区鱼洞街道仙池村香桃挂满枝
头，果香弥漫在山林之间，吸引了一批批市民前
来摘桃。

巴南仙池香桃是当地从16个香桃品种中，
经过多年选种培育而成的特有品种。它具有肉
绿心红、香甜脆嫩、肉核分离的特点。采摘期可
持续到8月份。入园采摘只需10元一斤。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18623669339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万盛南门村：
20亩凤凰李成熟可摘

近日，万盛黑山镇南门村神猕果园，一颗颗
红宝石般的凤凰李沉甸甸地垂挂枝头，果香扑
鼻。

该果园种植凤凰李20亩，总产量达4万
斤。成熟后的凤凰李表皮偏深紫色，果肉厚而
不硬，吃起来甘甜鲜脆。

采摘价为15元一斤，采摘期持续至7月
底。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19882312414
万盛融媒体中心 杨晨晨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6月27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水投集团获悉，按照“渝湖
牌”水库鱼产业规划，到2025年，市水投集
团将带动全市200余座大中型水库、40余万
亩水面（包括市水投集团所属100余座水
库、22万亩水面）发展生态养鱼，“渝湖牌”水
库鱼年产将达4000万斤，可填补全市淡水
鱼市场缺口的30%。

市水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他
们与西南大学合作，编制了重庆目前唯一的
水库渔业地方标准——《水库生态养鱼技术
规范》，为水库养鱼提供了技术支撑。目前，
市水投集团有约70余座水库、15万亩水面在
净水养鱼，2021年全产业链产销量1000万
余斤，为全市3100余座水库生态养鱼、水生
态修复，提供了操作规程与技术规范。

未来几年，市水投集团将渔业加工、观
光等方面入手，拓展市场、提高效益，进一步
提高“渝湖牌”生态鱼的影响力。

“目前预制菜市场前景广阔，我们已经
在万州、永川建立了加工厂，用于生产万州
烤鱼等预制菜。此外还加工鱼干等休闲零
食，以及鱼糕、鱼丸等鱼肉制品，构建集养
殖、配送、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该负责

人称，未来计划建立特色渔业加工项目3
个，拓展消费场景，同时也可解决部分鱼类
运输困难的问题。

“下一步，我们还计划在南岸迎龙湖水
库、武隆接龙水库、城口中坝子水库打造3
个观光渔业示范基地，发展生态观光渔业，
进一步拓展水库养鱼综合效益。”该负责人
表示。

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
长江休养生息，从长远看，对长江渔业、重庆渔业的资源恢复具有重大

意义；短期来看，要满足市民对水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对重庆渔业发展提
出了不小的挑战。

特别是市民餐桌上最常见的淡水鱼，6万吨左右的“缺口”有待填补！（我
市淡水鱼的市场年交易量为60万吨左右，产量为54万余吨）

对于拥有800万亩水域面积的重庆，如何盘活水域资源，扩大宜渔面
积，补充市民“菜篮子”里的水产品，成为重庆渔业的一道必解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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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渝湖牌”水库鱼年产将达4000万斤
可填补全市淡水鱼市场缺口的30%

6月27日中午，两江新区某餐厅，厨师正在加工生态鱼。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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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培育经过多年培育，，越来越多的生态鱼从越来越多的生态鱼从
水库水库““游游””上餐桌上餐桌，，成为市民喜爱的美味佳成为市民喜爱的美味佳
肴肴。（。（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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