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以斑点叉尾 目、鲂鱼为 

主，银湖以淡水白鲳，黄卿l 

为主，半月湖以鲤鱼、草鱼 

为主，以满足不同消赞者的 

需求。体 优美、色泽鲜 

艳、营养价值高的淡水白 

鲳、叉尾蛔，鲂鱼、大．El 

鲶，倍受欢迎，吸引着许多 

发烧友。垂钓爱好者坐在绿 

树成荫的湖边、船上垂钓，即 

可享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 

江雪”的超凡意境，亦可体味 

“̈垌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 

舟梦口边”的无限情趣。 

(四)莲鱼互作 生态 

共存 

在观赏鱼类的湖区分别 

种植了热带睡莲、寒带睡莲， 

亚马逊王莲．其覆盖面积占 

期区面积的13．5％。莲属挺 

水植物．能固着底泥，减少 

污染，优化水质，叶子可供 

草食性俺类食用，凋谢的花、 

叶沉入水中腐烂发酵又可肥 

水，间接为鱼类提供饵料 在 

荷花盛开的季节(7—8月 

份)，游人们趁着晨曦，赶到 

荷塘，从荷n1、荷花、荷茎、 

莲蓬一直拍到天鹅，鸳鸯、赤 

麻鸭、游鱼。 

休闲渔业为山庄旅游增 

加了新亮点，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中外游客+游客们在特 

览名胜古迹的同时，又可尽 

享箍天碧水，人欢氲跃的情 

趣，旅游与休闲渔业互相促 

进，共同发展。通过生物操 

纵法，即净化水质．又为山 

庄旅游增加了经济效益，休 

闲渔业年增效1000万元，占 

山庄总收入的30％。2005年 

避暑山庄还通过了7~-IL省无 

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 

渔些 壹廷鳖塑 重量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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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良好的休闲渔业条件 

1．交通和气候条件 

遵义县位于贵 14-11：~ iii1'9．乌江以北．大娄山以南。贵遵高速公路直抵贵 

阳，里程l40公里．遵崇高速公路也即将开通，里程220公里。川黔铁路贯 

穿南北．21 0国道、326国道纵横交错，全县村村通公路，交通十分方便。遵 

义县境内山水 丘陵、平坝相间，平均海拔8 50米，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 

2，渔业资源丰寓 

遵义县气候温和．水质清新．适合发展鱼类养殖，渔业资源 1 分丰富。随 

着乌江库区网箱养鱼的大力推广，名特优品种不断增多，产量不断提高。目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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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遵义县休闲渔业的途 

径 

1、循序渐进，有选择地开 

发 。 

遵义县目前有稻田面积大约5 

万公顷，其中旱涝保收稻田面积 

17793公顷，有效灌溉面积2700l公 

顷，机m_,-Jth'~面积7102公顷，保灌 

稻田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86．3％。根 

据遵义县现有保灌稻田面积，可实施 

稻田生态渔业面积l0万余亩，结合 

“四在农家”建设，确定优先发展区 

域，杜绝一哄而上。重点发展乌江库 

区休闲渔业。综合资源特色等各方面 

的因素，可先确定乌江豆腐鱼市场较 

成熟的乌江镇作为休闲渔业开发的示 

范区。 

2、打造精品，建设新型渔文化 

村。 

经过几年“农家乐”建设的飞速 

发展，但后劲不足的现实也已显露， 

其中重要的因素是缺少新的旅游内容 

和项目。充分利用其丰富的“渔文化” 

资源做文章是一条可取的途径。为了 

提升旅游品位，又不破坏环境，可建 
一 些集观鱼、钓鱼、品鱼、休闲于一 

体“渔文化村”、“渔岛”。除利用当地 
一 些土著鱼种外，还应引进一些观赏 

价值高的鱼类以增强旅游吸引力，另 

外游客还可以在垂钓池中钓鱼，自己 

动手加工美食，夜晚住在“渔村”、“渔 

岛”，充分感受这里的安宁和静谧，形 

成住zk r'．、玩水上、游水中、e-o．k~ 

的全方位立体开发态势。 

3、充分利用生态渔业潜能资源， 

以休闲渔业带动地方经济协调发展 

遵义县是开展生态旅游的理想 

场所。重工业厂矿少，森林覆盖率广， 

有乌江水库、角口水库等大量湖泊水 

库，这些湖泊水库周围空气中有害微 

生物较少，噪音小，是疗养保健的好 

地方。因此，在发展休闲渔业的同 

时，广泛宣传湖库的良好生态环 

境，迎合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的愿望。 

三、遵义县休闲渔业发展的方向 

随着遵义县生态渔业的不断发 

展，休闲渔业发展呈现以下发展趋 

1、渔业管理规范化 

(1)为了更好地维护渔业生态环 

境，渔业部门加大了对遵义县水库湖泊 

的管理力度，重点水域，例如乌江、角 

口水库都有专人管理，严禁电、毒、炸 

鱼等非法捕捞，维护水上渔业安全秩 

序，保护地方水生资源。 

(2)经营休闲渔业旅游的地区成 

立了相关协会，避免非法经营、随意抬 

价、压价竞争。并从教育培训人手，提 

高从业人员素质，重点对有关法律法 

规、消毒卫生常识、服务技能、职业道 

德等方面进行了培训，使之尽陕适应旅 

游市场的规范需要，为游客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 

2、融入丰富的渔文化，提高休闲 

渔业的品位 

将渔业休闲场所采用各种方式展 

示遵义县以“渔”为主题的各种文化艺 

术形式，让旅游休闲者垂钓肥硕鱼，品 

鱼家宴，住鱼家船的同时，激发文化隋 

趣，既享受大自然美好的风光，又陶冶 

思想隋操。 

3、以稻田生态渔业为主，建立生 

态化社区 

遵义县是贵州省渔业生产的重要 

基地，同时也是天然生态园。在发展休 

闲渔业旅蝣对应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贯 

穿始终，一要在稳定粮食的基础之上开 

展；二要以一业为主，多业为辅，以多 

业经济协调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要 

结合 “四在农家”建设，树立社区好形 

象 四要加强周围水土保持，封山育林， 

农田改造，搞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贵州省遵义县文化源远流长，渔 

业风光多姿多彩，大力发展休闲渔业， 

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渔村，为促进地方经 

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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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前途无望，竞不疾而终。后 

当地县官听说此事，细品上联，倍 

觉绝妙，即赏银五十两征应下联， 

事也凑巧，那天有两个老钓翁持 

竿到关帝庙溪边钓鱼，闻听征联 
一

事，其中一个老者喜说 “妙哉， 

今天我来了结这秀才未了的心结 

吧”。便揭下布告而去，两差人大 

ntt．．“大胆，莫非你有下联?”老 

者坐下把钩垂钓，并指指对面的 

钓翁，说：“下联尽在此情景之 

中”。他说的下联即为：“夹河两 

岸，二渔翁双钩对钓。”此绝妙对 

联，竟传诵一时。 

明朝的解缙也是嗜钓如命的 
一

大钓客，他有一次陪同朱元璋 

垂钓时，自己屡屡得手，朱元 

璋却连毛虾都未钓着，空手而 

归。聪明的解缙怕扫皇上雅兴， 

即兴赋诗一首：“数尺丝纶落水 

中，金钩抛去影无踪，凡鱼不 

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 

瘳瘳数语，说得朱元璋龙颜大 

悦，转怒为笑，也竞成一时佳 

话。清朝乾隆皇帝也常在忙碌中 

偷闲垂钓，相传有一天乾隆皇帝 

想和纪晓岚开个玩笑为难他一 

下，命他以远处一个钓鱼翁为题 

写一首带有十个 “一”字的绝 

句。聪明的纪晓岚略一沉思便脱 

口而出：“～篙一橹一渔舟，一 

个渔翁一钓钩。一拍一呼又一 

笑，一人独占一江秋。”十个 
“

一 ”字如穿珠串玉般，一气 

呵成，编织出一幅情景交融、动 

静相宜的山水画，令人拍案叫 

绝、回味无穷。 

古代钓鱼i,-54,I不胜枚举，或 

自娱自勉，或劝友怀人，都流露 

出作者不可言表的钓鱼情趣，反 

映了人类热爱生活，向往回归自 

然的理想和愿望，同时也给人类 

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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