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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8月23日讯（记者 张
野）8月21日，海南万诺水产科技有限公

司东星斑工厂化养殖基地内，总经理叶慧

强在养殖池内捞起一条鱼，品质不错，“现

在已经长到一斤半左右了，再过一个多月

就可以卖了。”

鱼还是一样的鱼，但是身份已经不同

了，这批鱼将顶着“产自中国东星斑之乡”

的头衔走向市场。

8月6日，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正式授予万宁市“中国东星斑之乡”区域

特色品牌称号，“当天我把这个消息发到

朋友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有近

300人点赞。”叶慧强说，此次授牌，对于

万宁的东星斑养殖产业来说，是一个“重

大利好”消息。

东星斑是石斑鱼家族的优秀品种之

一，是暖水性名贵鱼类，因为通体红色，也

享有“海中红玫瑰”美誉。东星斑肉质肥

美鲜嫩，营养丰富，被奉为上等佳肴，在市

场上一直是供不应求。

东星斑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而万宁

丰富的海洋资源、适宜的气候恰恰适宜东

星斑的生长。依托资源禀赋，近年来，万

宁通过工厂化集约化手段，实现了东星斑

养殖的工厂化、规模化、智能化，特别是东

星斑种质保存、优种选育、种苗繁育等技

术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拥有150多家

东星斑养殖主体，万宁石斑鱼养殖面积达

3000亩，商品鱼年产量超1.27万吨，年产

值高达30亿元，位列海南省第一，并占全

国总产值的35%以上。万宁已经成为海

南乃至全国的东星斑产业的集聚区和示

范区。

“近年来，万宁的石斑鱼养殖发展势

头很好，但是在品牌意识方面有待提高，

这次获得‘中国东星斑之乡’称号，恰好给

大家一个引领，让大家意识到品牌的重要

性。”身兼万宁市海洋养殖协会会长的叶

慧强表示，此次授牌是对万宁东星斑产业

发展的肯定和鞭策，更是标志着万宁东星

斑产业正式步入品牌化发展的新篇章。

“我们今年的会员大会上就提出了

‘百年东星，品质先行’的理念，我们正在

进行东星斑产品标准的制订，就是要用

标准提升品质，用品质成就品牌。”叶慧

强说。

过去，养殖户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这

条鱼养好，现在，大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

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东星斑之

乡”授牌以后，万宁东星斑的品牌知名度

和市场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为了维护品

牌形象，养殖企业会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

控制，带动品质提升。

此外，叶慧强还表示，良好的品牌效

应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为产业发

展带来更多资金支持和技术引进，同时，

也将吸引更多的水产养殖专家、技术人员

以及相关领域的科研人才加入到这个行

业，提升整个产业链的专业化水平。

“随着产业不断地发展壮大，相信这

条鱼能在万宁游出更广阔的天地。”叶慧

强说。

南国都市报8月23日讯（记者周静
泊）8月 22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探寻新质生产力·海南行”采访调研活

动圆满收官。调研期间，来自全国近30

家“学习强国”省级学习平台的编辑记

者深入海南三个市县的重点产业园区与

项目实地调研，探访海南如何立足“三

度一色”优势，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重

要实践地，活动期间所采写稿件总阅读

量超2200万，全平台曝光量突破1亿。

五天行程，编辑记者们走访了海

口、文昌、澄迈三个市县，实地调研七

个点位，深入观察海南如何在“打造新

质生产力重要实践地”这个新赛道上做

到“五个图强”……在满满当当的调研

行程中，“学习强国”采访调研团的编辑

记者到重点项目中发现创新发展活力，

在产业园区里感受提质升级动能，看见

一个不一样的新海南。

“海南选育出的白对虾种虾，居然在

几千公里之外的新疆‘安家落户’，令人

既意外又惊喜。”在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

业园调研时，海南水产种业的科研成果

和产业化规模给“学习强国”新疆学习

平台编辑黄红英留下深刻印象。

“这几天的调研让我看到了海南的另

一面。现在的海南，不仅是人们印象中

的旅游胜地，还有潜力成为科创高地，

相信假以时日，海南在新质生产力培育

上会迎来飞跃发展。”“学习强国”河南

学习平台编辑部副主任时运斌说。

“向种图强”“向海图强”“向天图

强”“向绿图强”“向数图强”，海南各行

各业中萌发的新质生产力，通过“学习

强国”采访调研团编辑记者的笔和镜

头，展现在全国读者面前。

本次采访调研活动由“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指导，“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

台主办，全国多个“学习强国”省级学

习平台参与联动。

南国都市报8月23日讯（记者 王
康景 文/图）“天气热了，要及时给塘

里的鱼虾打上氧气，要把增氧机给打

开。”8月22日上午，在海口秀英区西

秀镇荣山村粤海大道东侧的海口顺吉

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里，在此工作

的当地村民李赞成戴上帽子来到合作

社的水产养殖池塘，把机器打开，池

塘的增氧机叶片翻滚起来，水面被搅

起层层浪花。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集中了多个

正在养殖南美白对虾的池塘。作为合作

社里的养殖技术员，荣山村村民李赞成

在合作社已经工作较长的时间。

“我在这里主要是负责池塘的换水、

增氧以及鱼虾喂料等工作，相对比较轻

松，月收入将近7000元。”李赞成说，

天气热蒸发快，一般情况下虾塘要隔两

三天就加一次新鲜的海水。

据了解，该合作社成立于2015年9

月，注册资金1500万元，占地面积560

亩，集水产养殖、育苗、加工为一体。

合作社主要水产养殖南美白对虾，年产

量高时约170万斤，省内销往琼海、老

城等地水产工厂，省外主要销往广东湛

江冷冻批发市场。

“我们养的虾冬季价格好的时候能达

到几十元一斤，能给合作社带来不错的

收益。”海口顺吉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蔡缵成说，合作社目前每年能够

带动30多位村民（临时工）就业，同时还

有 8位固定的工作人员。合作社与村

委会、镇政府签订帮扶合同，以产业组

织模式实施，即股权合作托管项目，投

入财政帮扶资金，每年按投入财政资金

10%给脱贫户进行差异化分红，逐步形

成脱贫户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截至

2022年12月，入股脱贫户39户累计获

得分红12.67万元。

“今年光是我们这主要的18口塘，

预计虾的产量能够达到36万斤，产值上

千万元。”蔡缵成说。

此外，2022 年 8月，合作社出资

97 万对 42.27 亩养殖池塘进行生态化

改造，是全市首家海水池塘生态循环

养殖基地，该基地以保温养殖棚、生

产养殖蓄水池、“三池两坝”尾水排放

循环处理水池建设为核心，大力推动

传统养殖业向现代养殖业转型升级，

有效地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解决水产

养殖污水排放的难题，同时也提升了

水循环利用效率。

村民家门口养虾 月入近7000元
海口秀英区荣山村水产养殖合作社带动乡亲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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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赞成在给虾喂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