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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福录
本报通讯员 蒋惠庆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话，在地处渤海
湾畔的无棣县人人皆知。然而，近年来由于过度
捕捞，海上渔业资源越来越少，渔民收入萎缩。
面对困境，如何“吃”海？如何建设“海上粮仓”？

“建设‘海上粮仓’，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可竭
泽而渔，必须适度索取，捕、护结合，严格保护渤
海渔业生态平衡。因此，我们提出换一个思路

‘吃’海：既要‘吃’海，更要护海，积极参与修复
渤海渔业生态环境。”无棣县委书记丁海堂说。

吃海护海相结合———
引导渔民“洗脚”上岸

为维护渤海渔业资源生态平衡，发展壮大
优质渔业产业，无棣县每年都进行渤海生态修
复项目生物种群恢复工程。全县共建设高标准
海水育苗厂12家，种质资源保护区3个，累计
放流对虾、梭子蟹、海蜇、半滑舌鳎等种类
16 . 5亿单位。今年5月25日，完成了604 . 8万尾
文蛤种群恢复增殖任务。至7月底，共在县境
近岸海域放流三疣梭子蟹、半滑舌鳎、海蜇、
中国对虾等品种超过1 . 93亿单位。

引导渔民洗脚上岸，不是一个简单事。该
县首先利用广阔的滩涂建设海水养殖场，探索
鱼蟹贝混养、牡蛎梭子蟹吊养等；其次利用水
库水面，养殖黑鱼、鲳鱼等淡水鱼，或者转向
养殖业，养殖狐狸、水貂等珍稀动物。在政府
的支持下，王长春等人不但养殖缢蛏，还建立
了5000多亩的海蜇养殖场。去年，单个海蜇平
均有10公斤—15公斤，每公斤平均1—12元，
一年可以养殖两茬，平均每亩产海蜇1000公
斤—1500公斤，每亩收入1万元以上。

为让从捕捞转向养殖的群众增强抵御市场
风险能力，一批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黄河三
角洲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创始社员7个，现已发
展社员110多人。合作组织依据入社自愿、退社
自由、民主管理、风险共担的原则，为社员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组织成员从事水产养殖
经营，积极推广新技术，成效显著。

护海的同时，无棣县是怎样“吃”海的呢？
“无棣的优势在海，潜力在海，必须换一

个思路‘吃’海。”丁海堂说，县里先后高标
准制定了《无棣县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建设渔业规划》《无棣县现代渔业发展规划》等
一系列发展方案，目标是吃海护海相结合，打造

“海上粮仓”。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李荣堂
介绍，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已经达到53万亩，
海水工厂化养殖面积发展到20万平方米，标准
化海水养殖池塘达到6 . 5万亩，拥有9个现代渔
业示范园区，5家省级现代渔业示范园区，健
康养殖覆盖率达到100%。

“今年缢蛏个大肉肥，很受消费者喜欢，
每公斤价格20—25元。每亩水面平均产量1700
公斤，现已全部被浙江、福建的客商预订一空。”
无棣县黄河岛健康养殖示范场今年养殖了3100
亩缢蛏，长势喜人，养殖户王长春说起来就喜不
自禁。据了解，这个养殖场是2012年建立的，第
二年3月开始从浙江购进缢蛏苗种放养。缢蛏
养殖给周边渔民带来了就业机会，一个普通员
工到养殖场扒蛏，每天就能收入180元。

转调跨越———
变养殖“场”为养殖“厂”

“半滑舌鳎在市场上是畅销海产品，养殖周
期为18个月左右，出池规格大约1 . 5公斤；在我
们的现代化工厂里，每平方米产量可达10公斤，
出池价格260—320元/公斤，养殖成本120元/公
斤左右，产品销路畅通，效益可观。无棣海城生
态科技集团总经理傅金珍侃侃而谈。

说来话长。10年前，海城集团还只是坐落于
无棣县沿海的小型盐场，单一生产海盐。后来逐

步尝试“一水多用”，进行卤虫、对虾、梭鱼等海
产品养殖。但是，产量少，效益低。3年前，他们紧
抓“两区一圈”建设的机遇，投资3 . 4亿元建成标
准化养殖车间10万平方米，苗种繁育车间3万立
方水体，标准化养殖池塘水面1 . 6万亩，创办全
县第一家设施渔业项目，进行工厂化养殖，实现
了养殖“场”到养殖“厂”的跨越。

“全省工厂化养殖看海城！”傅金珍说这
不是吹牛。海城生态科技集团如今是一家集海
盐生产、生态化工、海洋生物、盐化贸易等于一
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是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
示范场、省渔业资源修复行动增殖站，生产的海
参、半滑舌鳎通过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他们与
多所高等院校、科院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关
系，与产业链下游企业建立产品开发合作及产
业联盟，有7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

据悉，为做好“转调”文章，无棣以工厂
化养殖作为全县现代渔业建设的主攻点和突破
点，将主养品种定位在半滑舌鳎上，并将其打
造成工厂化养殖的“金牌品种”。如今，海城
集团养殖的“兴德”牌半滑舌鳎、鲁北海生公
司养殖的“鲁渤”牌半滑舌鳎等，均通过了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绿色认证。

“至今，全县已经有2万多人转型海水养
殖产业，放下渔网，洗脚上岸进了工厂。”县
渔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崔宝存介绍，2014年，无
棣县工业化渔业设施建设达到了15万平方米，
其中以半滑舌鳎为主的优质鱼养殖车间面积占
近50%，年产量达400余吨，产值1 . 2亿元，成

为无棣海水养殖的一大特色产业。

买全球，卖全球———
到欧洲“咸海”去找资源

“卤虫卵比黄金都值钱，每吨50万—60万
元！”听友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华雁这一
说，记者着实吃了一惊。

卤虫又称盐水丰年虫，我国民间也称盐虫
子或丰年虾，是一种小型低等甲壳动物，它产下
的休眠卵卵粒细小，每克25万—30万粒，呈金黄
色，富含蛋白质、脂肪、生物生长素和多种活性
物质，是海水养殖育苗和观赏鱼类不可代替的
最优质饲料之一，被形象地称为“水黄金”，国际
国内市场每年有7000吨的需求量。无棣县作为
全国著名的四大海盐生产基地之一，卤虫资源
十分丰富。傅华雁瞅准了这一商机，率先搞起了
卤虫养殖和深加工。现在，拥有1处卤虫卵加工
厂、2处盐场，成为全国最大的集卤虫增养殖、卤
虫卵采捕、冷藏、激活加工、商贸于一体的山东
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友发的带动下，
全县形成了鱼虾—海参—卤虫—制盐—盐化工
的海水“一次提水、梯度利用”的“一水多用”生
态用水模式。目前，全县卤虫养殖面积达到18万
亩，年产卤虫卵1100吨，年实现收入2 . 5亿元。

靠海“吃”海，需要科技推动。无棣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卤虫养殖协会——— 无棣环渤海卤虫
卵协会。友发集团带头设立了企业技术中心，成
立了滨州市首家水产院士工作站，培育出了优
质的“渤海湾盐田卤虫”，具有生长快、产卵率
高、卵径小、孵化快等特点，被评为“国家重点新
产品”。去年，无棣渤海湾盐田卤虫卵成功获评
农业部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买全球，卖全球。办企业要放眼全球找资
源，找市场。”傅华雁了解到，目前全世界卤虫产
地有500多处，卤虫卵主要产在美国、伊朗和俄
罗斯等20多个国家，有不同的地理品系。当得知
坐落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6万
平方公里的咸海面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咸水
湖之一，有丰富的卤虫资源时，他决定在乌兹别
克斯坦设立分公司，委派副总经理傅华顿带领
20个技术骨干培训当地员工，收集加工咸海中
生产的卤虫卵。去年全年加工卤虫卵100多吨，
今年1—7月就加工了300吨，进口到了国内。

“无棣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卤虫卵养殖加
工基地和集散中心。”县委副书记、县长臧伟
介绍，全县有1 . 5万多人由从事海洋捕捞转向
卤虫养殖，16家卤虫卵精加工企业生产的“友
发”、“港棣”等品牌的卤虫卵制品，已远销
泰国、印尼等十几个国家，每年出口达200
吨，销售收入2 . 5亿元以上。2014年，全县水
产品总产量达到12 . 5万吨，渔业总产值超过
15 . 9亿元，其中海水养殖产值12 . 3亿元。

□记者 杨国胜 宋昊阳
通讯员 宋 晓 李培政 报道
本报潍坊讯 8月8日，潍坊市峡山区“优渥”

有机汇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营，该电子商务平
台包括电脑端、手机WAP和手机APP三种模式，
已于今年6月1日测试上线。用户使用该电子平台，
可足不出户购买多种有机蔬菜，并且可以通过扫码
追溯方式相关信息，查询所购有机蔬菜有关信息。

“优渥”有机汇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全、
档次最高的电子商务平台，依托中国有机产业区域
发展联盟，该平台整合了全国37个有机产品认证示
范区（县）共同打造的“互联网+”有机产业的电商平
台，发展网络会员2630个，线上销售包括蔬菜、米面
杂粮等几十种有机产品，所有线上销售商品全部采
购于全国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企业，都可以通
过平台进行有机真伪验证。同时，该平台建立了自有
检测系统和全程追溯查询系统；加强订单处理能力
和售后服务能力，提升客户体验；打造健康类增值服
务，利用大数据，提供营养师搭配定菜、粮等服务。

□左效强 付书勇 张力方 报道
本报沂源讯 连日来，沂源县残联向残疾人免

费发放轮椅、助视器、无障碍门铃、盲杖、助行
器、生活护理自助具等康复辅助器具，目前，308
件辅助器具全部发放到有需求的残疾人手中。

为做好这次辅助器具发放工作，沂源县残联专
门成立工作小组，由专人负责辅助器具的配发及相
关知识宣传、产品展示，配发情况进行实名制登记，
建立档案，并录入数据库，实行规范化、电子化管理。

近年来，沂源县残联已累计向残疾人免费发放
辅助器具3000余件，较好地改善了残疾人生存环境
和条件，增强其生活自理和平等参与社会的能力。

为建设“海上粮仓”，无棣在“靠海吃海”的同时，更注重护海，积极参与修复渤海渔业生态环境———

换一个思路“吃”海

关注海洋生态建设

峡山区“优渥”有机汇

电商平台上线运营

□张培月 王宁 报道
本报阳谷讯 夜幕初垂，阳谷县定水镇文化广

场上已是灯火通明，格外热闹，悄然兴起的广场舞旋
风般地吹遍该镇每个角落。“自从学跳了广场舞，既
锻炼了身体，心情又舒畅。”定水村村民孙金凤高兴
地谈起学跳广场舞的感受，喜悦之情绽放在脸上。

该县不断完善文化广场配套设施建设，目前全
县854个村大多数建起文化广场。为推进城市公共文
化服务向农村延伸，该县把资源向农村倾斜，在文化
广场建设中，充分利用村内空地，闲置场地。在资源
筹措上，县里给每个村10万元扶持，乡镇补贴一点，
村里投资一点以及社会捐助等方式，多渠道筹资。自
从建起了文化广场，全县涌现出4000余名文艺骨干。
文化广场上还设置了“最美家庭”光荣榜，“四德四
心”工程宣传栏，把良好家风融入到了广场舞中。

阳谷文化广场

搭建“百姓大舞台”

沂源向残疾人发放

308件辅助器具

□蒋惠庆 报道
无棣佘家镇杜仓村村民刘海波的养殖基地正在收获南美白对虾，准备销往省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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