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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项目智能化
产业发展动能足

春风拂面，顺着环湖大堤望

去，微山湖乡村振兴智慧渔谷现

场正处于热火朝天的大干快上

之中，装载机、挖掘机、吊车等各

类机械设备高速运转，数十名身

穿荧光绿色马甲的施工人员来

回穿梭，无不呈现出热闹景象，

而整个项目也已初现雏形。

“目前10个大棚的基础已经

全部完成，一车间和二车间都在

上钢结构。”微山湖乡村振兴智

慧渔谷常务副经理刘安海介绍，

该项目属于工厂化高密度养殖，

每个大棚内有28个池子，10个大

棚即有280个养殖池，外加6个露

天水产养殖池，年产可达1600余
吨。

此类养殖模式与传统模式

有所不同，属于水产养殖工程和

创新型农业工业化产业，不仅具

有智能化设备，还可“压茬”养

鱼，循环增收。“待建成后，我们

不光自己养殖，还会带动当地个

体养殖户进行统一管理。”刘安

海表示，通过统一育苗、统一养

殖、统一病虫防治、统一饲料后，

根据企业养殖标准再进行回收，

统一销售，拓宽个体养殖户销售

渠道。此外，依托“智慧”养鱼系

统，还可实现高价值鱼类的养

殖，使收入再提升。

而在微山县同属高密度养

殖模式，除在建中的“智慧渔谷”

外，亦有已投入使用的“跑道

鱼”。

在位于微山县傅村街道湖

东大堤西侧的大美微山湖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内，50条
25米长、5米宽的流水养殖槽从

北向南一字排开，两头装有拦鱼

网，与外塘相连。此处鱼儿生活

的地方，便是鱼儿的“跑道”。

“水中安装了增氧设备和推

流器，不仅可以给鱼儿提供足够

的氧气，又能使槽里的鱼儿一直

保持逆流游动的状态，使得肉质

更加紧实。”基地负责人杜大卫

介绍，采用“跑道养鱼”模式密度

更高、风险更低，每条“跑道”可

以养殖1 . 5万尾鱼，可产优质鱼5
-7万斤，产量是传统养殖方式的

3至5倍。

不仅如此，“跑道养鱼”模式

从根源上解决了鱼类养殖的污

染问题，做到了化废为宝。同时，

整个水体也实现了循环微流水

养鱼，有效提高养殖效益。

科技养殖新路径
解锁增收“新密码”

对于环湖而建的微山而言，

水产养殖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

环。多年来，微山以产业振兴为

出发点，持续促进水产养殖转

型、升级。水蛭养殖便是拓展科

技养殖新路径的一大重要实践。

“现在养殖水蛭的收益，是

之前养殖螃蟹、对虾收益的两三

倍。”谈及水蛭这一“新品”养殖，

有着多年水产养殖经验的微山

县朝阳街道十字河村民孙允芳

感触颇深。他坦言，传统养殖虾

蟹风险高，且养殖费用占比可达

60%。如若偶遇天灾人祸，利润

仅有10%-20%。但采用科技养殖

水蛭，不仅可以减少死亡率，还

可提升增长率。

随着水蛭养殖各方面呈稳

步向好态势，孙允芳也有了“扩

产”的打算。“我去年养殖了50

亩，今年还想要继续扩大。”孙允

芳说。

随着水蛭养殖的投产达效，

附近不少养殖户也动起了“转

行”的念头。隔三差五便来到山

湖水蛭及水生经济植物种养示

范基地打听。

“目前，我们采用‘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免费向他们提供

技术支持，帮助养殖户创收。”山

湖水蛭及水生经济植物种养示

范基地运营中心负责人闫庆庆

介绍，基地于2021年承建，主要

进行养殖技术研发、免费教学、

示范及水蛭养殖推广。现占地面

积490亩，共有标准化养殖池塘7

个，可投放水蛭吊笼2万余个。其

余池塘、土地则用于水生、陆生

植物中药材的种植。

“每年六七月份投苗，10月
份采收，养殖周期100天左右。”

闫庆庆表示，今年基地预计投入

2万个吊笼，活体可产8万斤。下

一步，依托该合作模式将不断向

外拓展，争取吸引更多的养殖户

加入公司，为公司提供稳定货

源。与此同时，还将不断丰富养

殖品类，养殖蟾蜍以及其他水生

植物。

技术赋能强支撑
乡村振兴新引擎

加速乡村振兴，科技赋能即

是重要突破点。为此，微山县依

托“微山县现代渔业产业园示范

项目”，实施淡水名优苗种繁育、

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与示范等，

为产业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园区坚持走产学研结合的

路子，建有市级循环水设施渔业

研究中心、市级农科驿站等渔业

科技创新平台。”微山县南四湖

渔业有限公司工程师王亚介绍，

园区先后与8家大院大所、3名院

士专家深度合作，成立了微山湖

湿地生物多样性院士工作站、桂

建芳院士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工

业化水产养殖智能装备研发中

心等“一站一基地一中心”的三

院士科研平台，有效促进了国内

外养殖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微山县实施乡村振兴‘六

大工程’，破除‘就农业抓农业思

维’。”微山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乡村振兴指挥部办公室副主

任李红春介绍，以“农业+科技”

提质增效激发活力，与上海海洋

大学联建水产研究院；以“农业+

电商”打通线上线下，深化与京

东、盒马鲜生等平台合作；以“农

业+文旅”放大5A优势，推进50

亿元渔家里项目建设。

与此同时，突出产业化引

领、大项目带动，推动农业延链、

拓链。开工总投资17 . 8亿元大健

康产业园项目，贯通中医药种

养、加工、研发全产业链。研究推

出系列“微山湖渔家菜”预制菜，

加快推进鲁西南冷链物流园建

设。进而形成适度规模、集约高

效的生态农渔百亿集群。

伴随着实施“六大工程”的

春风，微山县将做强农业园区，

做优渔湖加工，做响特色品牌，

发展悠闲观光农渔业，以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以重点工作突破带动乡村全面

振兴。

科技赋能微山乡村振兴

渔业新跑道，致富有新招

本报济宁4月13日讯 (记
者 郭纪轩 通讯员 赵
相涛 ) 近日，任城供电公司
对物资仓库库存绝缘子和
历年来的物资采购合同进
行逐项排查，未发现“3·15”
晚 会 曝 光 的 绝 缘 子 。按 照

“管业务必须管监督”原则，
重点核查了在物资采购、协
议库存管理方面专业管理
情况，筛查了物资采购相关
的供货单、合同，未发现越
权采购、超期履约等专业管
理问题。

记者 孔茜 康岩

科技赋能，实施“智慧”
养鱼；发展特色养殖，助力
农户增收；延链、拓链，推动
三产融合发展……微山县
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实施

“六大工程”，培育壮大特色
产业发展，因地制宜调整产
业结构，不仅拓宽了群众增
收致富的渠道，也助力了乡
村振兴发展。

伴随着朝阳升起，微山
县广袤的乡村大地焕发出
勃勃生机，一幅生机盎然的
乡村振兴画卷也正徐徐展
开。

排查采购合同

保障供电安全

工作人员在查看养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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