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国都市报3月23日讯（记者 吴
岳文/ 文图）“经过技术攻关，我们取得

了新突破！石斑鱼苗采取全人工工厂化

繁育，出苗率提高了5倍，在省内名气

很响了。”3月21日，海南海王星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星公司”）

副总经理郑培带记者参观了育苗厂房。

文昌市转型升级打响渔业牌，依托

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推动近海养

殖入园上楼，打造全省近海养殖转型升

级的“样板”，发掘高价值的海水养殖

品种，不断推动海水养殖提档升级。

在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3期五

号楼的养殖厂房，海王星公司的工人在

育苗车间对石斑鱼苗孵化进行养护。

“我们正在进行第四批孵化，今年的营

收会有一个大的提升。”郑培信心满满。

2023年10月，海王星公司入驻冯

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郑培告诉记

者，他们的石斑鱼苗采取全人工工厂化

繁育，第一、二批因技术不成熟，出苗

率不高，他们跟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等单

位合作，技术人员刻苦钻研突破技术难

关后，第三批出苗率有了显著提高。

“前段时间，我们出售了80万尾石斑鱼

苗，1.6元一尾，货值128万元。这是园

区最大规模的一次石斑鱼苗室内全人工

孵化。”郑培说。

海王星公司总经理洪宜展介绍，他

从事石斑鱼育苗多年，在文昌、乐东等

地都设有生产基地。洪宜展在文昌养殖

200斤以上的石斑鱼有上百条，他养这

些大家伙，是为了鱼卵。石斑鱼育苗有

室内工厂化育苗和室外池塘育苗两种常

见生产方式。室外池塘育苗方式受到自

然环境制约，稳定性不足。在冯家湾现

代化渔业产业园区，室内工厂化育苗打

破了传统育苗方式，将不可控的自然环

境变成了完全人工可调节的环境，大大

降低了复杂环境对鱼苗生产的制约，极

大地提高了出苗率。

“‘鱼虾苗上楼’好处多多，我们

的育苗环境采取的是恒温，这里的海水

经过处理后水质好，有利于种苗生长。

在室内不怕刮风下雨。”洪宜展说，他们

公司的石斑鱼苗大多销往海南各市县。

“种苗问题一直是行业的痛点，石斑

鱼平均出苗率不足10%，通过我们的技

术突破，这个环节基本打通，我们全人工

工厂化石斑鱼孵化达到60%的出苗率，

每立方水体出鱼苗数量达到5000尾。

这对我们整个行业和园区的良性发展都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示范作用。”郑培告诉

记者，这么高的出苗率主要得益于园区

提供的可控可调的养殖环境和该公司科

技力量的双重加持。对水温、溶氧、PH

等关键参数实时调控，使得鱼苗各阶段

发育都在最舒适环境。“今后，我们将加

大科技力量的投入和人才的培养，使得

整个石斑鱼的各品类达到规模化工厂化

育苗出苗。”郑培说。

记者了解到，海王星公司专业从事

海洋经济生物新品种和良种开发，以种

苗业为核心，着力发展现代渔业、数字渔

业、休闲渔业，构建“海陆接力”等新型养

殖模式。该公司拥有亲鱼选育与保种、

全人工育苗、规模化养殖、养殖示范推

广、技术服务、成品鱼加工销售的全产业

链条，并先后培育了龙胆石斑、东星斑、

木兰斑和蓝瓜子斑等品种，助力推动海

南水产养殖业蓬勃发展。

在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

园，除了海王星公司，另有禄泰、鲲

诚、渤海等13家企业已经投产，分别在

提升育苗存活率、缩短养殖周期、提高

土地利用率等方面取得突破，实践验证

了渔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管

委会副主任林尤郁表示，作为我省首创

“上楼养殖”模式的园区，冯家湾现代化

渔业产业园正不断探索更多渔业品种进

入车间养殖、育苗的经验。目前包括东

星斑等石斑鱼在内，园区已经成功在车

间养出东风螺、南美白对虾、老鼠斑

鱼、海葡萄、海马等十多种海产。2023

年，园区完成产值5.47亿元，增长42%。

南国都市报3月23日讯（记者苏靓
通讯员罗凤灵） 3月21日上午，海南省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黄

流镇公开宣判一起非法猎捕、收购、运

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案。林某等8人表

示认罪悔罪，当庭签署《保护野生动物承

诺书》，海南二中院依法发出《护鸟令》，

责令其自觉履行保护鸟类资源的义务。

这是海南二中院首次发出《护鸟令》，为

全省首例，是继“碳汇认购”之后作出的

又一修复性司法举措。

2021年9月，女子林某在乐东黎族

自治县佛罗镇某村附近看到有人出售鸟

类动物，认为有利可图。2021年至2022

年10月期间，林某向周边村民黄某等5

人收购非法猎捕来的白胸苦恶鸟、噪鹃、

夜鹭等野生鸟类动物共计1206只，之后

出售给陈某等人，从中获取非法经济利

益。盛某明知其妻子林某实施非法买卖

野生鸟类动物行，仍帮助林某处理、加工

收购来的野生鸟类动物。

2022年 10月26日，公安机关在林

某家中查扣野生鸟类动物活体63只、死

体589只。经鉴定，涉案野生鸟类动物

中，640只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

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俗称“三有动物”），价值26.26万元；9

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价值

11.3万元。

海南二中院根据林某等8人的犯罪

性质、情节，分别依法判处刑罚、追缴违

法所得并承担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责

任，以及在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据悉，林某被认定犯危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出售陆生野生

动物罪，经数罪并罚，法院决定对其执行

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

其余7人也分别获刑。

宣判后，主审法官现场进行法律释

明，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普法宣传，并向林

某等8人发出《护鸟令》。

据介绍，发出《护鸟令》是为了提高

当事人保护鸟类资源的意识，让其按照

承诺自觉参与到保护鸟类的行动中来，

成为一名“护鸟人”；通过现身说法开展

鸟类保护普法宣传，不仅让当事人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改过自新，更把爱

鸟护鸟的法治意识传播到群众中去，为

生态保护“将功补过”。

海南二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潘

心情介绍，林某等8人破坏国家野生动物

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仅要承担刑

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责任。通过刑罚

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行为，

不仅彰显了人民法院惩治破坏生态环境

和自然资源犯罪的决心，同时引导公众

自觉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提高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以达到惩治违法犯罪和生

态保护治理的双重目的，用“绿色司法”

为海南的绿水青山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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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斑鱼妈妈”上楼住“海景房”
文昌一企业全人工工厂化孵化石斑鱼，出苗率提高5倍

让“捕鸟者”变“护鸟人”
海南发出首张《护鸟令》

工人在石斑鱼育苗厂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