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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米粮比较缺，
我们常以大黄鱼作口粮。”
福建三都澳港一名老渔民
回忆，早年渔民多以大黄鱼
为粮，然而到上世纪 70 年
代，因过度捕捞，它们几乎
没了踪迹。

“当时两次大围捕，直

接导致大黄鱼形不成鱼
汛！”刘家富告诉记者，1971
年，他从上海水产学院渔业
资源专业毕业后进入连江
县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
不久，他发现因机帆船和探
鱼仪在海洋捕捞业上广泛
使用，越冬大黄鱼被大量捕

捞。从 1974 年春开始，浙
江、福建各产卵场的大黄鱼
均渐渐形不成鱼汛。

“这样捕下去，大黄鱼
肯定会灭绝的！”刘家富萌
生了用人工繁殖来拯救与
保护大黄鱼资源的念头。
1981年底，他主动请缨调进

宁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负责鱼类养殖技术工作。
刘家富一边收集国内外有
关鱼类人工繁育技术与增
养技术的资料，一边利用业
余时间深入调查官井洋大
黄鱼产卵场情况，几近痴迷
地研究大黄鱼增繁殖方法。

从濒临灭绝 到百亿产值
“大黄鱼之父”刘家富讲述数十年来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科研故事

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
习近平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作出重要指示

福建：创新发展立潮头
八闽儿女勇毅前行跨越发展，在敢拼会赢向前闯中喜迎党的二十大 A02

“官井洋，半年粮；黄瓜叫，渔民笑。”大黄鱼，又叫黄瓜鱼，自古以来，就是海洋给予福建人民的丰厚馈赠。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
由于过度捕捞和粗放的作业方式，东海大黄鱼资源几近枯竭。当时，毕业于渔业资源专业的刘家富萌生了通过人工繁殖拯救与保护大
黄鱼资源的念头，这一干就是40余年。经过刘家富和他团队的努力，大黄鱼从一度濒危到重回百姓餐桌，如今已形成年产量超20万吨、
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大黄鱼之父”刘家富去年被授予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尽管现年已82岁，但他依然奋斗在海洋渔业资源保护
开发与大黄鱼科研领域。近日，海都记者再次来到刘老家中，重温他和他的团队数十年来坚持不懈、艰苦奋斗取得成果的故事。

大黄鱼从一度濒危到
重回百姓餐桌，如今已出
口到全世界有华人的地
方。刘家富说：“华人看到
大黄鱼非常亲切，因为乡
鱼能解乡愁！”

福建省内已构建了
包括产业发展规划、标准
化与品牌、原良种繁育等
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大黄
鱼产业技术支撑体系，实
现了产业升级。大黄鱼
成为我国养殖规模最大

的海水鱼和八大优势出
口养殖水产品之一，并形
成了年产值超百亿元的
大黄鱼产业。据统计，
2020年，全国大黄鱼养殖
产量 25.41 万吨，占全国
养 殖 海 水 鱼 总 产 量
174.98万吨的 14.52%。

日前，我省的乾动深
远海智慧渔场暨“乾动 1
号”在连江县定海湾海域
启动运营，预计年产高品
质大黄鱼200吨。

“最开心的要数在省
水利厅支持下，我们拿下1
万元的‘大黄鱼人工育苗
初试’项目，让大黄鱼人工
增养殖研究工程得以走出
第一步。”刘家富回忆，当时
大黄鱼批量育苗成功了，
但面对早期试养的大黄鱼
生长缓慢的问题，许多领
导、专家及课题组人员均
认为无养殖开发前景。

但刘家富从个别生长
特别快的个体中看到了养
殖开发价值，撰写了《关于
瞄准养殖开发方向、早日
建成事关振兴闽东大计的
大黄鱼支柱产业的几点建
议》，得到福建省领导的支
持。其后，原省科委与水
产厅给水产技术推广站下
达了“大黄鱼养殖技术开
发研究”项目及 50万元经

费。后来，他们又拿到了
30 万元星火计划科技贷
款，这才有了更多的经费
用于科研试验。

刘家富说，在国家政
策的支持下，团队不懈努
力，终于育出了 100 余尾
人工繁殖鱼苗，实现了

“质”的突破。而后，随着
育苗技术的不断完善以及
通过两种不同途径培育的
亲鱼不断增加，1990年终
于实现了百万尾规模的大
黄鱼全人工批量育苗。其
后，依靠大黄鱼苗种繁育
创收，自力更生建设了大
黄鱼产业化试验、示范与
服务基地，扩建海上网箱
与育苗室等，并引进了更
多人才及相关技术，终于
在 2000 年实现了大黄鱼
养殖产业化。

刘家富回忆，当时一年
的经费不足1000元，实验场
所和设备缺乏，办公条件简
陋，这样一份微薄的家底却
承担着鱼虾贝藻蟹等养殖
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和大
黄鱼养殖技术研究的繁重

任务。
“那时我们因陋就简，

没有育苗池，就自己动手挖
了两口土坑做育苗池，找两
口大陶缸就是孵化缸了。”
刘家富说，没有水管，就去
山上砍毛竹，掏空内部当水

管，同时制作木塞当作阀门。
刘家富说，当时虽然资

金短缺，但他们从未想过放
弃。为了坚持规模化育苗
养殖试验，干部职工们通过
向社会借一点、欠一点、节
约一点等方式凑了 2000元

钱，买下了一艘破船。那时
候十几二十个人都在船上
吃喝拉撒睡。所幸，团队的
努力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支
持，逐个攻破了难关，最终
为大黄鱼养殖产业化奠定
了基础。

乡鱼解乡愁 名扬国内外

怀揣渔业梦 抢救大黄鱼

初期遇困境 艰苦中奋进

提产业建议 获政策支持

N海都记者
林宁强
受访者供图

刘家富解剖观察大黄鱼
性腺发育情况

刘家富同鱼病防控人员一起深入海上网箱区诊治大黄鱼鱼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