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值锦鲤养殖场收获的季节。前不久，锦鲤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2024年山东(高唐)第六届
锦鲤大赛在高唐县举行。来自全国的100余家渔场、2000余尾锦鲤同台比美，角逐300余个奖项，全面展示了我国
锦鲤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为全国各地的锦鲤爱好者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锦鲤，被誉为“水中活宝石”“观赏鱼之王”，因艳丽多姿的色彩和千变万化的花纹，深受人们喜爱，寓意前程
似锦，见者吉祥。锦鲤产业作为新兴致富产业，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高唐赢得了“中国锦鲤之都”

“锦鲤故里”的美誉。为什么是高唐？高唐发展锦鲤产业，有什么优势？近日，记者来到高唐一探究竟。

文/片 国晓宁 唐学钰
通讯员 解斌 刘峰 臧国莲 聊城报道

培育新品种如同沙里淘金
有时20万尾鱼苗竟选不出一条

10月21日上午，在高唐县池丰锦鲤养殖场，
负责人杨富贵正在向来自淄博的客商介绍锦
鲤，一条条绚丽夺目的锦鲤在鱼池里畅游。锦鲤
因经常被饲养员投喂饲料，记者一靠近鱼池它
们就张着嘴凑过来，憨态可掬。

杨富贵提起锦鲤，满是欣喜，并称这是他一
生所追求的事业。2008年6月，杨富贵投资建立
起高唐县第一个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池丰
锦鲤养殖专业合作社，为高唐县日后获批“中国
锦鲤之都”深植了根基。

“培育一个高品质的锦鲤新品种就像沙里
淘金，最快也要六七年时间，尤其是自主培育出
能比肩甚至超过日本锦鲤的中国品种，更像大
海捞针一样困难。”杨富贵回忆说，在一次培育
锦鲤新品种的过程中，尽管他小心谨慎，最终还
是前功尽弃，20万尾鱼苗中竟然选不出一条合
格的，全成了“废鱼”。不过，杨富贵并没有气馁，
他不断尝试，终于成功培育出“富贵双色”“富贵
三色”等多个特色品种。

“我卖的最贵的一条锦鲤价值20万元，也是
目前我所知道的最贵的一条高唐锦鲤，能培育
出这样一条锦鲤非常不容易，说是千里挑一或

者万里挑一，一点儿也不为过，有时候，几十万
条鱼里出几条精品锦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杨富贵说。

杨富贵介绍，日本不仅拥有国际锦鲤行业
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也控制着高品质锦鲤培育
的尖端技术。但在一次全国锦鲤大赛上，业内的
这一固有思维却松动了。原来，就在大赛火热进
行时，来自日本的裁判组误将一尾“高唐锦鲤”看
成了日本品种。为了消除日本裁判组的误会，高
唐县的工作人员邀请他们参观了本地的锦鲤养
殖场，几个养殖场看下来，日本裁判组赞不绝口。

杨富贵培育出特色锦鲤品种后，一时间，参
观学习的人纷至沓来。杨富贵也不藏着掖着，乐
于将自己探索、总结出来的锦鲤繁育、养殖、鉴
赏、销售等方面的经验传授给大家。正是杨富贵
的这份无私与大度，让高唐县首批锦鲤养殖户
走上了创业奋斗之路。

苦心钻研进行技术创新
鱼苗成活率提高30%以上

在高唐县吉祥锦鲤养殖场，负责人马传升也
非常重视对锦鲤苗种的培育。他从2004年开始养
殖锦鲤，当时养殖了三亩地，如今已经发展成百亩
规模，今年，他又对原来的养殖工厂车间进行升级
改造，改造成为精品工厂化温室大棚，并配备了全
自动养殖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种’是养鱼‘八字经’中三大基础之一，只
有优质锦鲤苗种才能养出优质锦鲤。对于锦鲤
苗种的培育，我可没少下功夫，我曾经花33万元
买了一条种鱼进行育苗，现在，我这个精品工厂
化温室大棚里的锦鲤单价没有下来1万元的。”
马传升说。

采访时，该养殖场的工人正在进行捕鱼作

业，一张渔网把一条条锦鲤从水中捞出。马传升
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边说笑着边拿着抄
网把锦鲤捞进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里。随后，工
人又将塑料袋里的锦鲤倒进盆里，马不停蹄地
送往锦鲤养殖工厂车间。

除了像杨富贵、马传升这样的锦鲤养殖从业
者在苗种培育上下功夫外，高唐县畜牧水产事业
中心也在积极行动。早在2010年，高唐县指导重
点龙头企业分别从香港、广州等地引进优良锦鲤
亲本，成功培育出具有本地特色的“高唐锦鲤”优
良品种。在相同的养殖环境下，孵化成活率提高
15%-20%，幼鱼培育成活率达90%以上，花色组
成及花纹分布均匀率达到99%，性状特征持续稳
定在97%以上。后备亲本选取控制在3%。

在高唐县盛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里，记者
见到了公司高级工程师冯森，他在锦鲤苗种培
育方面有着深入研究。冯森表示，公司非常重视
锦鲤良种的选育培育和种业提升。经过十几年
的努力和探索，锦鲤良种生产取得明显成效，
2021年，被认定为山东省唯一一家省级锦鲤良
种场，在育苗过程中，他们公司主要进行了两项
技术创新，锦鲤鱼苗的成活率提高30%以上，性
状稳定性达到99%。

“这两项技术，一个是‘无水挂卵孵化技
术’，这项技术主要解决了锦鲤受精卵发霉的问
题，也就是‘水霉病’。受精卵一旦得了‘水霉病’
就死掉了，通过这项技术创新，保证了锦鲤育苗
孵化率。”冯森说，另一项技术就是锦鲤幼苗“开
口饵料”培育控制技术，轮虫是锦鲤幼苗最好的
天然活体开口饵料，通过调配水体营养、控温增
氧等技术措施，育苗池轮虫密度三天内可达到
峰值，并且能维持22天，满足了锦鲤幼苗开口营
养需求，既提高了育苗成活率，也提升了锦鲤品
质质量。

积极拓宽销售渠道
直播带货让锦鲤卖向全国

随着网络的日益发展，在锦鲤销售渠道方
面，高唐县创新“互联网+”模式，与上百家锦鲤
销售相关的水族馆、电商、直播销售厂家密切合
作，锦鲤微拍堂、锦鲤专业销售群及电商直播以
其个性化、便捷、快速灵活的特点成为锦鲤销售
方式新宠。高唐县借助微拍堂、天猫、抖音、快手
等平台，建立中国锦鲤直播平台，培育电商直播
团队，加快锦鲤产业电子商务发展，每年销售金
额达3亿元，真正让小锦鲤“游”出了大产业。

在高唐县信杰锦鲤养殖场，负责人许光亮
正在帆布鱼池里进行捕鱼作业，刚被捞上来的
锦鲤在渔网里活蹦乱跳。许光亮介绍，这是今年
的新鱼，从帆布池里捞出后再放进养殖工厂车
间。“现在是从户外坑塘捕捞锦鲤的最佳时间，
因为现在的水温在10℃到15℃之间，锦鲤的活

动能力弱，不再生长，也不容易受伤，
把锦鲤放进养殖工厂车间后还会再次
生长，有利于后期进行直播售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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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山山东东””专专题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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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锦鲤之都，锦鲤养殖成为高唐经
济的重要支柱。目前，全县锦鲤养殖面积达8000
余亩，高标准设施渔业车间近3万平方米，年苗
种繁育能力达3亿尾，高品位优质锦鲤1000万尾
左右，总产值达10亿元，先后创建成3个国家级水
产健康养殖示范场，4个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1个省级现代农业（锦鲤）示范园区。锦鲤养殖
在高唐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先说
天时，管子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高唐大规模养殖锦鲤的历史可追溯到2006
年。彼时，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越来越多富裕
起来的国人开始重视精神享受，而养殖花鸟虫鱼
就是其中之一。这是高唐锦鲤的市场基础。

再说地利。高唐地处黄河故道，水资源丰富
且水质优良，非常适合锦鲤生长。除了水好，高唐
的土地多由黄河冲积形成，土质肥沃。这种水土
环境不仅有助于锦鲤的繁衍和生长，还使得高唐
锦鲤在色彩和体型上都具有独特优势。此外，高
唐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有助于锦鲤在不同季节
都能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

天时地利有了，“机缘”开始出现。2003年，现
为高唐池丰锦鲤养殖场负责人、高唐锦鲤协会
会长的杨福贵从黑龙江老家来到高唐，一眼看
中了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心发展锦鲤
养殖业。经过十余年辛苦经营，盛和、独秀等一
大批锦鲤养殖企业在高唐大地强势崛起，万千
尾锦鲤昼夜不停游向全国，乃至东南亚多国。

高唐锦鲤起步之初，小打小闹，小富即
安，受困于土地、资金等因素，迟迟不能形成
规模效应。为此，自2006年以来，高唐县政府
通过科学规划和政策支持，助力锦鲤养殖户
提升产量和品质。他们从香港、广州等地引进
优良锦鲤亲本，同时加强相关科研机构、院校
的合作，引进先进养殖设备，全面提升锦鲤良
种工厂化控温培育、孵化、繁殖、疾病防治、水
质调节等技术水平。目前，高唐建成全国首个
省级锦鲤水产良种场，先后培育出“鲤都”“富
贵双色”“富贵三色”“驼背龙”“鑫盛和”等近
30个特色锦鲤品牌，锦鲤品种由百元等级跃
至千元乃至万元等级，锦鲤良种选育及苗种
培育技术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此外，高唐县还积极组织锦鲤大赛等活
动，通过赛事推动锦鲤文化的传播和品牌建
设。从2014年首次建成“山东锦鲤第一县”之
后，高唐锦鲤品牌建设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
2015年获得“中国锦鲤第一县”（2020年通过
复审）、2021年获得“中国锦鲤之都”。为了挖
掘锦鲤文化，做好锦鲤+大文章，高唐县联合
中国渔业协会共同协作品牌共建，2023年获
得“锦鲤故里”荣誉称号，打造农文旅基地，实
现了渔业二三产融合发展。

把这些锦鲤全部打捞上岸后，会进
行多次筛选，把价值高的锦鲤挑出
来，在直播间里售卖。”许光亮说，他
养殖锦鲤已经8年了，现在养殖规模
是118 . 5亩，共有5个帆布池和12个
坑塘，每年会有3万余尾锦鲤从他的
养殖场卖到全国各地。

许光亮说，经过层层筛选，价值
高的锦鲤并没有多少，最贵的锦鲤
一条能卖到五六千元，最便宜的锦
鲤是按斤来卖，一斤也就20元。

“欢迎走进直播间，这条大芥子
锦鲤非常漂亮，也很稀缺，看准的粉
丝可以点击下面链接下单……”在
信杰锦鲤养殖场的养殖工厂车间
里，许光亮的妻子张道平拿着手机
正在直播售卖锦鲤。“每天我都会带
着员工进行直播，每天直播6个小
时，一天平均能卖50多单，可以卖出
100尾左右。”张道平将手机交给员
工继续直播卖货，卖出的锦鲤，他们
会把锦鲤装进塑料袋里，加水后充
进氧气，通过顺丰快递发给顾客，如
果顾客相对偏远，他们也会选择航
空直接发货，以保证锦鲤在路途中
是安全的。

随着5G和千兆网络的推广应用，
高唐县的锦鲤养殖业正经历一场智
能化、数字化的变革。三十里铺镇的
锦鲤产业园内，一把饵料撒下，鱼群
迅速聚集争食，正红、金黄、黑白等色
彩竞相浮现，水面宛如一幅灵动的国
画。“过去鱼塘靠人工巡检，既辛苦效
率又低，现在有了5G手机，随时随地
都能查看水质、水温、溶氧量等关键
指标，真是太方便了。”说起当今的养
殖感受，磐池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辉脱口而出，“智能！”

“产业园借助5G、物联网、大数
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智能化养殖
管理，还研发出‘锦鲤无水挂卵孵化
装置’等十多项专利技术。”三十里
铺镇党委书记金超介绍时话语里满
是自豪。

打造“高唐锦鲤”品牌
促进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高唐县依托锦鲤特色产业，推
动产业发展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以规划引领、品牌提升、文化赋能、
产品衍生为抓手，延伸锦鲤产业链
条，在全省领先打造“以渔促旅、以
旅兴渔、文旅融合”的锦鲤产业“渔
文旅”发展新高地。

在刚刚结束的锦鲤特色产业高
质量发展推进会暨2024年山东(高唐)
第六届锦鲤大赛上，来自全国的100余
家渔场、2000余尾锦鲤同台比美，角逐
300余个奖项，全面展示了我国锦鲤产
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为全国各地的锦
鲤爱好者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
觉盛宴，这也是高唐县举办的第六次
全国性锦鲤大赛，以锦鲤促文旅，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锦鲤爱好者们前来
一饱眼福。

高唐还积极打造锦鲤研学游和
锦鲤精品游，促进锦鲤产业与文旅深
度融合，其中，高唐县盛和水产养殖
有限公司的鲤都印象园项目是典型
代表，该公司总经理贾清河表示，“鲤
都印象园”作为“农文旅”融合项目，
是高唐锦鲤对外宣传、交流的重要
窗口，二期项目以锦鲤文化馆建设
为主，总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设有
锦鲤科普长廊、锦鲤写生区、研学
区、文创产品展销中心、锦鲤电商基
地等。自建成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1 . 5万人以上，其中有研学师生，有
来自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
客商、锦鲤爱好者等。“以渔促旅”实
现了高唐锦鲤产业由卖“鱼”到卖

“文化”的转变，成为有高唐特色的
产业美、文化美、生态美、生活美的现
代渔业综合体。

为了延伸锦鲤产业链，高唐县
在三十里铺镇规划建设了集科技、
文化、教育、休闲、贸易五大功能于
一体的中国锦鲤文旅小镇，从最初
的锦鲤养殖销售逐步发展成为锦鲤
文化产业集群，实现了锦鲤繁育、优
选、精养、销售、观光一体化。中国锦
鲤文旅小镇建有中国锦鲤基因库中
心、锦鲤饲料研发中心、中国锦鲤自
产联盟基地、锦鲤文化公园、锦鲤主
题酒店、锦鲤文化博物馆等，每年吸
引大批专家学者、学生和游客前来
参观游览。

“‘高唐锦鲤’被认定为‘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和‘生态原产地保
护产品’。高唐锦鲤养殖团队也多次
受邀参加行业规范的制定。”高唐县
畜牧水产事业中心主任刘峰骄傲地
说，在锦鲤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
高唐还坚持深入挖掘人文底蕴、书
画文化等资源优势，建设“锦鲤小
镇”“鲤都印象园”等旅游打卡地，开
发锦鲤特色饰品、锦鲤特色杯具、锦
鲤麦秸画、锦鲤根雕等文创产品，年
吸引各地游客超3万人。

﹃
中
国
锦
鲤
之
都
﹄为
何
是
高
唐

葛
相
关
链
接

吉吉祥祥锦锦鲤鲤养养殖殖场场负负责责人人马马传传升升和和员员工工捕捕捞捞锦锦鲤鲤。。

杨富贵正把锦鲤放进水中。

锦鲤大赛上，裁判员为参赛锦鲤打分。

张道平向直播间粉丝展示锦鲤。

记记者者一一靠靠近近鱼鱼池池，，锦锦鲤鲤就就张张着着嘴嘴凑凑过过来来，，憨憨态态可可掬掬。。

一一条条鱼鱼卖卖2200万万,,啥啥““鲤鲤””由由
被被誉誉为为““水水中中活活宝宝石石””，，高高唐唐锦锦鲤鲤卖卖向向全全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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