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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深远海养殖新技术进一步发展，围网式大
黄鱼养殖方法逐渐走向成熟。利用桩柱围网的养殖方
式，大黄鱼活动空间大，野性十足，成品已经接近野生品
质，其售价也是网箱养殖的多倍，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发展潜力。

为了深入了解市场，找准推动发展的“关键点”，区
城投集团多次组织队伍赴省内外考察取经，包括参观先
进的海洋牧场、调查海洋环境和资源，以便更深入地了
解海洋牧场的开发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参考先进经验、结合未来发展趋势、立足普陀实际
和优势，区城投集团最终确定了以大黄鱼人工养殖为抓
手，多元化探索海洋牧场运营模式与先进养殖技术，全
力推进舟山渔场海洋牧场项目、桃花岛大黄鱼养殖项目
建设，积极谋划并加快落实桃花岛万亩养殖项目，加快
形成产业规模和区域影响力的发展道路。

目前，桃花岛渔旅融合式大黄鱼围栏野化养殖项目
已经迈出坚实一步。项目范围位于桃花岛乌石子附近
海域，届时将围出930亩海域，用于大黄鱼围栏养殖。
区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围栏养殖是一种生态
型养殖模式，养殖密度远低于网箱养殖，单位面积投喂
强度低，对环境的冲击较小。这种模式下，不仅有望获
得纯种的自然野生舟山岱衢族大黄鱼，还能够修复周边

海域的生态环境。“项目全面建成并实现稳定运行后，预
计年产出大黄鱼250至300万斤。”

大黄鱼围栏养殖的模式已经相对成熟，而在白沙外
洋鞍海域，区城投集团正跃跃欲试，尝试全新的大黄鱼
增殖模式。“我们计划在这里开发建设舟山渔场海洋牧
场建设项目，分两期实施，努力为舟山渔场转型发展寻
找突破口，打造国家级现代海洋牧场生态渔旅示范工
程。”区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项目一期将通过投放国内最大的单体
巨型深远海人工鱼礁，构建渔业资源人工栖息场，建设
大型抗风浪升降式网箱平台群，发展以生态大黄鱼为主
要产品的增养殖渔业。

项目二期致力于打造舟山生态渔旅融合发展，建设
集海洋牧场管护、信息化实时监测和休闲渔业为一体的
海洋牧场多功能综合平台、以岱衢族生态大黄鱼为主的
生态种业研学基地、渔文旅平台等。

“在工作的具体落实中，我们还将建立完善一套数
据收集和分析系统，对关键指标进行持续监测，对市场
需求、消费者行为、行业趋势等关键因素进行深入研
究，并通过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
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区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
说。

而对于枯竭已久的东海大黄鱼资源来说，规模有限
的人工养殖也仅是杯水车薪。如何重现“碧海翻金浪”
的盛景，区城投集团有更加久远的筹谋和计划。

区城投集团将与浙江海洋大学国家海洋设施养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施“产学研”深度合作，以岱衢族
大黄鱼高端“野化养殖”为主线，应用最新科技手段，实
施“智慧养殖”创新工程。在未来，东海或有绵延万亩
的海上牧场。区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舟山
东海万亩黄鱼现代牧场建设项目已提上日程。“我们计
划投资约10亿元，从南至北纵跨约6000米，海域面积
近万亩，有效养殖水体约4600万方，共分为五个区域围
栏养殖，让广袤东海再度翻涌金色波浪。”

风物长宜放眼量。规模化的海上牧场将不仅带来
“蓝色粮仓”的丰收，还将与旅游、文化相关产业紧密结
合，将文旅项目延伸至海上养殖，渔旅结合，以渔促旅、以

旅带渔，打造国内首个万亩级围栏野化养殖基地。
“清夜船头声聒耳，成群石首溯潮来。”相信这样的

盛景，不仅只记录在历史书页上，也将在不久的未来重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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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桃花岛南部的乌
石子远眺，大海一望无
际，涌动着勃勃生机。在
不久后的将来，这里将围
起930亩蓝色牧场，“播
撒”大黄鱼幼苗，静待“蓝
色粮仓”丰收季。

近日，记者从区城投
集团了解到，经过前期充
分论证和规划，以生态大
黄鱼养殖为主的深远海
养殖及海洋牧场建设项
目有了新进展，尤其是桃
花乌石子海域大黄鱼养
殖围栏工程已进入海域
招拍挂阶段。

舟山岱衢族大黄鱼，
曾是舟山主要经济鱼类，
是舟山渔场的风味代表，
有诗形容其“琐碎金鳞软
玉膏”，美味珍馐总让人
魂牵梦绕。然而上世纪
70年代，野生大黄鱼急
剧减少。如何让大黄鱼
再度进入寻常百姓家？
区城投集团接过这一历
史使命，开始了上下求索
之路。

沈家门百年渔港历史，大黄鱼曾在其中
留下满口生津的一页。

大黄鱼，又称大王鱼、黄金龙、桂花黄
鱼、石首鱼等。在舟山的史志和渔民的老底
子叫法里，黄鱼的别称就更多了，如“洋生”
“桂花”“报春”“春鱼”“小鲜”等等，因其品类
和渔汛时节各有不同。

舟山大规模捕捞黄鱼历史可以追溯到
唐宋时期。南宋《四明志》记录了当时东南
沿海地区渔船在黄鱼渔汛时的盛况：“舟人
连七郡，出洋取之者，多至百万艘。”

明清时期及以后，市面上的冰鲜黄鱼更
是紧俏，“小民多星夜出城争售之”“谓之看
黄花，必买鱼而归”等诗句，记录了民众争相
追捧购买黄鱼的场景。人们追求这种高级
食材，不惜豪掷钱财，如“果馅饽饽要澄沙，
鲜鱼最贵是黄花”“黄鱼到时要争先，多费无
非早一天”。

作为曾经舟山的主要经济鱼类，大黄鱼
味美肉细、价高精贵，也引来人们过度捕捞，
上世纪70年代起，东海大黄鱼资源逐渐走
向枯竭。好运的渔民偶得一网，总卖出惊人
天价，无缘普通百姓餐桌。期间，不少养殖
户尝试利用网箱进行大黄鱼人工养殖，其成
品有几分形似，口感却相去甚远。“昔日大黄
鱼何时再回普通百姓餐桌？”逢年过节，总有
不少老人兴起这样的感叹。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既向陆地要食
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
场、‘蓝色粮仓’。”耕海牧渔、碧海掘金历来
是普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为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
工作，区城投集团勇担历史使命任务，主动
谋划向海要资源、要效益、要未来，全力建设
生态、高产、高质量的海上牧场与“蓝色粮
仓”，助力打造现代海洋产业“新势力”。

“我们认为，大黄鱼的规模化人工生态
养殖，就是其中很好的切入点。同时，作为
舟山人，对大黄鱼资源的保护与发展更有不
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区城投集团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让这一口鲜再度回到寻
常人家，让“熊猫鱼”变成“致富鱼”，不仅是
百姓的期盼，也是撬动蓝海财富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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