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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习近平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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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下调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5·18”国际
博物馆日，到闽博

海都记者探访连江“乾动1号”和“福鲍1号”，感受新型“海上牧场”：三四人
养殖上百吨大黄鱼；南北对调养殖，养鲍鱼又养海

N海都记者 郭思琪
周婉怡/文 毛朝青/图

福州连江，全县海域面
积3112平方公里，这片曾经
被视为劣势的山海，如今绽
放出前所未有的独特魅力。

“乾动 1 号”和“福鲍 1
号”等海上粮仓，借助智能
化、机械化的科技设备，弥
补了耕地不足带来的粮食
空缺，保护了常年受到风浪
威胁的传统渔民，绘制出一
幅“养得多”“养得好”的蔚
蓝海上养殖画卷。

5月 15日下午，记者驱
车到达连江定海村。在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乘坐
渔船从码头出发，行驶大约
15 分钟，一个钢铁“城堡”
就呈现在眼前，这便是“乾
动 1号”。它是全球首台转
网带提升装置的深远海养
殖平台，由福建乾动海上粮
仓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振
华重工共同研发。

“清理渔网可是一个力
气活，和传统渔民相比，我
可轻松多了，实现了人们常
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60 岁的渔民老朱笑
着告诉记者，该平台具有
360 度自动转动晒网的功
能，他现在只需每隔两天点
击按钮，让渔网转动 120°，
便能让海蛎、海草等附着物
经过太阳暴晒后自然脱落。

过去，一场鱼病，一场
台风，就可以让辛苦劳作的
渔民们颗粒无收，而“乾动
1 号”是大黄鱼坚实的堡
垒。乾动公司装备部总监

林伟介绍，这座长达 67.6
米、宽达33.9米的“宫殿”由
结构浮体、养殖网箱、旋转
机构、提升机构四大部分组
成，具有抗 17级台风优势，
同时搭载了各类智能养殖
系统及检测系统等现代化
渔业生产设备，比如隐藏的
水下“侦探”，可以收集水的
温度、酸碱度、盐度等水质
参数，通过无线网络传送到
养殖户的指尖。同时，“乾
动 1号”的位置小鱼小虾数
量多，在大黄鱼生长的过程
中，减少人为投放饵料，驱
使鱼儿在网箱中捕猎觅食，
令其肉质更为紧实鲜美。

“目前，乾动系列有‘乾
动 1号’和‘乾动 2号’两个
平台，养殖水体大于 2万立
方米，年产大黄鱼 200吨以
上，存活率达到 95%以上。”
林伟介绍。

以前，传统网箱仅为
4000 立方米大小，日常需
要七八个渔民进行饲喂、值
守、清洁、修补网衣、捕捞等

工作，大黄鱼产量平均在 8
万斤左右，在不发生鱼病的
情况下，存活率约为 80%。
如今，“乾动 1号”有 2万立
方米，日常工作也仅需要 4
人管理，就能养出 200多吨
大黄鱼。

“这可是从前不敢做的
梦，一部手机、三四人，就能
养出上百吨的大黄鱼。”林
伟说，从养得多到养得好，
再到让人吃得放心，不仅实
现了高效养殖，更确保了每
一尾大黄鱼的品质卓越，让
健康美味轻松抵达千家万
户的餐桌。

在与“乾动 1号”所在
海域直线距离数公里的苔
菉镇东洛岛海域内，坐落
着一座国内最大深远海鲍
鱼养殖平台——“福鲍 1
号”。

一名船员按下升降梯
按钮，一个鲍鱼养殖箱便
从 8米深的海水中缓缓升
起，打开方形的箱门，船员
们将拳头大的鲍鱼拿在手
中细细查看。“等到长到半
斤重，即‘两头鲍’，就可以
售出。”船员说。

“福鲍 1号”平台负责
人吴永寿介绍，“福鲍1号”
长 37.3米、宽 33.3米，总面
积达 1228.4 平方米，钢结
构组成，重约1000吨，可抵
御 12级以上台风侵袭，适
用于水深 17米以上，布置
鲍鱼养殖箱15000多个，年
产能高达 40吨，于 2019年
投入使用。

渔民出身的吴永寿告
诉记者，他曾目睹在鱼排
上作业的渔民被风浪卷
走，渔民的一切瞬间化为
乌有的惨剧，因此，长大后
的他，决心改变这一切，直
到方寸大小的渔排连成片
了，“福鲍1号”也顺利投入
使用。

“曾经，渔民们每天都
要提起 100多斤的鲍鱼养
殖笼子清理，投入新海带给
鲍鱼喂食，年轻人不想干，
年长者干不动。如今，公司
有 300多名养殖员工，‘福
鲍1号’养殖模式能脱离传
统鲍鱼养殖行业中又脏又
累的模式。”吴永寿说。

在“福鲍1号”，还采取
了极具特色的“南北对调”
鲍鱼养殖模式。“夏天把鲍
鱼放到山东寄养，一开始
用汽车运输，2015 年建造
了两艘全国最大的鲍鱼运

输船，冬天再把鲍鱼运回
连江养殖，‘南北对调’的
养殖模式还能让南方养殖
海区腾空养海，这是双赢
的模式。”吴永寿说。

此外，吴永寿与中国
海洋大学麦康森院士团队
合作研发海藻类配合标准
饲料，设立了一个标准饲
料加工厂，为未来实现鲍
鱼养殖平台自动化、智能
化打下坚实基础。据了
解，该生产线每小时可以
生产 4吨标准规格的鲍鱼
饲料。同时，考虑到年轻
人不会处理新鲜鲍鱼，“福
鲍 1号”还衍生出鲍鱼“预
制菜”。未来，“福鲍 1号”
还会持续与国家技术团队
合作，完成机械化、智能
化、自动化转型，让鲍鱼变
得更加“接地气”，从大酒
楼的酒桌走向万千寻常百
姓的餐桌。

“乾动1号”：一部手机、三四人，可养上百吨大黄鱼

“福鲍1号”：智能养殖平台，让鲍鱼走向百姓餐桌

“乾动1号”和远处的“乾动2号”

“乾动系列”养殖的大黄鱼

“福鲍1号”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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