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星斑产值占全国的35%以上

上半年鰤鱼出口量占全国总量的70%

在中国大陆首次人工繁育红九棘鲈

国内首次人工繁育20多种海水观赏鱼

历经两年半
产业园交出亮眼“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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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百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崛起的热带渔业产业新高地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示通过

2024年绩效评估的52个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名单，万宁市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成
功上榜。

海南东线的沿海城市中，万宁
是唯一一座没有布局海南自贸港建
设重点园区的城市。在此背景下，
2022年，万宁获批建设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以蓬勃之势引领着热
带渔业产业向着更高质量、更可持
续的方向大步迈进。

历经两年半，产业园“成绩单”
亮眼——以东星斑与鰤鱼产业为核
心，东星斑养殖面积从1180亩增至
3810亩，产值占全国的35%以上；
上半年鰤鱼出口量390万尾，出口
量占全国总量的70%。

2024年产业园总产值预计达
97.89亿元，一个“百亿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正在崛起为海南热带渔业
产业新高地。

南国都市报记者张野文/图

科技赋能：
点燃产业发展“强引擎”

海岸线绵长、气温适宜、水环境良

好……在万宁养鱼是一件“老天赏饭

吃”的事情。

在海南鑫闽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宁工厂化养殖基地里，万宁高值海

水鱼苗种科技小院院长何超端着一

个装着水的量杯，用手电筒从杯底往

上一照，无数个微小生物在水中“现

形”。

“这些微生物是鱼苗的饵料，高质

量的饵料是海水鱼苗种养殖的关键。”

何超介绍，该团队选育了8个品种的动

物性活饵料，都是在海南本地采样的，

更适合本地扩繁、驯化、增殖。

万宁高值海水鱼苗种科技小院是

产业园入驻企业海南鑫闽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与集美大学水产学院共同组

建，重点聚焦海水观赏鱼和石斑鱼等

高值海水鱼苗种，开展无特定病原生

物活饵料培养、高值海水鱼苗种培育

等相关技术攻关。

截至2024年7月，该团队已引种高

值海水观赏鱼虾31种共300余尾，实现

人工繁育33种，其中22个品种为国内

首次实现人工繁育。

东星斑是产业园主导产业之一，

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万宁在东星斑

全人工繁育技术领域达到了新高度。

2020年，万宁林兰水产养殖有限

公司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松林团队合

作，开始人工养殖东星斑的优化繁

育。2023年，林兰公司的东星斑苗种

存活率从20%成功突破至70%。包括

林兰公司基地在内，现在，万宁市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东星斑年产量

超1.5万吨，产值达30亿元。今年8

月，海南万宁获得“中国东星斑之乡”

区域特色水产品品牌称号。

自成立以来，产业园累计投入科研

经费3.07亿元，引进中国水产研究所、

海南大学、集美大学等8所科研院所，汇

聚350余名科技人才，建成13个创新应

用集成平台。这些科研力量的汇聚，为

产业园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和技术保障，产业园在多个育种研究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如在中国大陆首次人

工繁育红九棘鲈，国内首次人工繁育20

多种海水观赏鱼，还研制了东星斑基因

芯片和红瓜子斑分子标记鉴定技术，使

东星斑鱼苗存活率提高到60%-75%，

累计获批专利技术37项。

产业升级：
构建多元发展“新格局”

随着养殖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

规模的持续扩大，万宁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

在养殖端，东星斑养殖面积实现了

跨越式增长，从2022年的1180亩迅速

增至2024年的3810亩，增长幅度高达

223%，规模位列全省首位。鰤鱼养殖

也成绩斐然，新增5322亩深海网箱养

殖基地，打造成为全国最大的鰤鱼种苗

出口基地，今年上半年出口量达390万

尾，占全国总量的70%。

在加工端，产业园已集聚51家水

产品加工主体，水产品初加工转化率高

达85%，主导产业冷链流通率达到

100%，加工业产值达71.32亿元。随着产

业链的不断延伸，产业园还率先落地设

施渔业装备制造基地，探索“渔业+”新

业态，打造渔业综合体，推动产业向园

区集聚发展，成功建成国家热带鱼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和省级石斑鱼产业集群。

为推动产业升级，万宁市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规范海水工厂化养

殖发展、财政金融扶持、完善养殖保险

等。通过统筹财政资金建设基础设施

设备，扶持重点龙头企业；与地方银行

合作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发行地方专项

债，助力园区发展；推行气象指数保险，

解决工厂化养殖风险高、融资难等问题。

乌场一级渔港的正式交付使用，成

为产业园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该

渔港可容纳1235艘船舶避风，为4万

艘作业渔船提供补给保障，未来还将

配套制冰厂、油库、海产品交易中心和

休闲渔业等设施。

联农带农：
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农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在山根镇大石

岭村，养殖户邢增苗满脸喜悦，“今年我

的养殖池比去年新增了几十个，东星斑

商品鱼在市场上很受欢迎，销售完全不

用愁，养殖场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带动大家共同增收。”

像邢增苗这样的养殖户在产业园

内还有很多。目前，园区内共有151家养

殖主体参与其中，其中包括47家水产养

殖企业、11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0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20家家庭农场。

通过采取“企业+村集体+农户”的

合作模式，将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形

成规模效应，提高了市场竞争力。据统

计，2023年产业园村集体经济收入平

均达到44.27万元，同比增长250%，远

超预期目标。

随着产业园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

多的村民选择留在家乡创业或就业，也

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

今，产业园直接带动就业人数达10.2万

人，预计2024年园内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将达到3.16万元，高出全市平

均水平近三分之一。

万宁公羽种养合作社代理人邢增

良深有感触，“一年前，我们面临养殖转

型期，资金周转困难，相关部门主动上

门帮我们完成贷款申请审批，及时解决

了资金难题。”

绿色发展：
打造生态渔业“新样板”

在刚刚结束的海南2024年冬交会

上，万宁展厅携手“万宁美鲜”区域公用

品牌亮相，东星斑、和乐蟹、小海鱼等特

色渔业产品颇受关注。

“‘万宁美鲜’是依托产业园打造的

公共品牌，我们构建省、市、镇三级水产

品检测服务体系，保证水产品质量安全

抽检合格率100%。”万宁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陈开云说。

万宁现代农业产业园将绿色理念

融入产业发展，致力于打造生态渔业新

样板。

养殖尾水治理，是产业园绿色发展

的重要一环。产业园内建设三大工厂

化养殖片区养殖尾水集中处理示范工

程，推动养殖尾水综合处理率提升至

96.01%，水产养殖用药减量27.91%。

位于和乐镇的万宁市乐群养殖区

养殖尾水处理示范工程项目目前在调

试阶段，预计年底进入试运行阶段，将

主要服务于乐群村的个体养殖户，服务

养殖主体50余户、池塘300余口。

项目相关负责人张朝军介绍，汇聚

来的养殖尾水经过两次沉淀以及生化

曝气等步骤后，最终进入生态池实时监

测，水质检测如不达标的，尾水还会进

入设备房得到进一步处理。

既要快速发展，也要绿色发展。近

年来，万宁投入了4.5亿元财政资金，清

退禁养区池塘9842亩、渔排网箱11.6万

口，在万城乌场、和乐乐群、山根横山—

华明、东澳蓝田等四大养殖片区集中设

置了排水管道，解决养殖排污“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

养殖基地内，一批鰤鱼即将装船出口。

科研人员展示生物活饵料。符桃心摄

人工繁育的红九棘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