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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靖县地处甘肃中部，境内有刘家峡、盐锅峡、八 

盘峡三大水库，黄河呈 “S”形贯穿全县。水资源极其 

丰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6．8万米。。全县现有池塘养鱼 

面积4610亩，网箱养鱼面积10．8亩，年产各类鲜水产品 

1030吨，创渔业产值671．7万元。渔业产值占畜牧业总 

产值的比重达10．2％，渔业是永靖县的一大支柱产业。 

永靖盛产黄河鲤鱼，以肉味细嫩、鲜美而享誉全省 

内外。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商贸流通的进一步繁荣，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以生产鲤鱼为主的永靖传统渔业面临了严峻的 

挑战。因受 “一年养殖半年长”的气候条件制约，表现 

在成本高、价格低等因素，难以与宁夏等外来鱼抗争， 

同时，生产的鲤鱼在产品档次上无法满足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的需求、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出现了严 

重的产品 “卖难”现象和生产滑坡局面。 

面对困境，当地政府及时调整了工作思路，变单打 
一

的生产经营性渔业向旅游休闲渔业延伸；改变以鲤鱼 

生产为主的养殖方式，转变为草鱼、鲫鱼、鲂鱼、金 

鳟、虹鳟、锦鲤及虾蟹等多门类、多品种养殖的格局； 

改变以池塘养鱼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变为池塘、稻田、 

网箱等多种形式养殖的生产格局；改变一塘一品的单一 

养殖，转变为稻鱼、鱼鸭、鱼藕混养的多元化生产格 

局；调整单向发展为综合开发，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 

使永靖渔业焕发了新的生机，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目前，全县已建成集观鱼、品鱼、游钓、划船、住宿、 

五、适时卖虾 

1．当虾长到上市规格时，应作好随时卖虾的准备。 

南美白对虾每千克达120尾时，即可以上市。其中每千 

克在100尾时饲料系数较低，效益较好。按广西和广东 

珠三角虾农经验，每千克普通精养池的虾在1 O0尾左 

右，总成本在8～10元。通常卖出去，也能卖到每千克 

14~16元，效益也不错。现在虾农都存在一种侥幸心 

理，想搏一搏。目前虾价越来越低，虾已达到上市规 

格，舍不得卖，盼望把虾养大些再卖，以图个好价钱。 

2003年广东斗门某养殖户一南美白对虾塘，面积10 

亩，每亩放苗12万尾。每天投120千克饲料，约有4000 

千克虾，而且每千克达100尾，每千克可卖16元。笔者 

当时到附近虾农处作售后服务，无意中到该塘观看，结 

果发现个别虾停留池边。检查饲料台饲料情况时，发现 

饲料台内在投饲44,时后仍有饲料，建议立即卖掉，越 

快越好。但该虾农感到虾价不理想，卖出太可惜，便采 

取各种措施救治。先是用消毒剂，后用内服药及各种微 

生物制剂治疗，但仍未见好转，并有死虾出现，而且死 

娱乐为一体的渔业风景区10个，完成休闲渔业设施建设 

投资2800余万元，年接待游客52万人次，创休闲渔业 

收入500万元，占全县旅游业总收入的9．8％。休闲渔业 

已成为永靖渔业创收的主要来源。大办休闲渔业的结 

果，不仅增加了当地渔业收入，而且配置和丰富了旅游 

业资源，还以鱼会友，促进了产品的销售，带动了相关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渔业结构调整中，永靖县主要抓 

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

、 兴建基础设施，为休闲渔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旅游业是永靖县的一大资源优势，旅游资源极其 

丰富，距省会兰州市很近，称为兰州市的后花园，每年 

前来旅游、观光、渡假的国内外游客不下于50万人次。 

为此，近几年县政府把促进永靖渔业快速发展的目光转 

向旅游业，大办休闲渔业、观光渔业。一是从休闲渔业 

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多方筹措资金。搭建休闲渔业设 

施，招览过境游客。截至目前，主要兴建了一批集赏 

鱼、品鱼、钓鱼、住宿、娱乐为一体的渔业风景区。二 

是从美化休闲渔业环境入手，在渔业风景区，移植了荷 

花、睡莲等，现在全县种植的荷花品种有150余个，以 

游鱼、荷塘的胜景、优美的情趣吸引游客。三是从改善 

虾越来越多。这时急了，才决定卖虾。 

虾商到虾塘先看虾，然后议定价格。由于虾商见到 

池边有死虾出现，便减价购买。这时的虾价明显比刚发 

现不正常虾时低。加上有部分虾死在虾塘而减产，最后 

损失几万元。 

2．提高对灾害性天气的认识，及时卖虾。我国沿海 

对虾养殖区，几乎年年都遇上大雨、暴雨和台风等。这 

些灾害性天气会导致环境的变化而使虾产生应激反应而 

发病。同时，台风的出现可能造成海潮或崩堤。所有这 

些，均可能给对虾养殖业带来重大损失。如果在这种季 

节养殖的对虾达到上市规格，应毫不犹豫地把虾卖掉。 

以台风为例，台风从形成到登陆，一般有5～7天。养殖 

户应每天收听天气预报，这也是一项常规工作。若收到 

台风预报，而自己的虾又达到上市规格，就立即卖掉， 

不会带来损失。相反，若错过卖虾时间，则可能带来重 

大经济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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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条件入手，开通周末旅游专列和两条旅游专线，从 

兰州市中心乘车到永靖县只需70分钟即可到达，使游客 

来去快捷方便。 

二、调整产品结构，为休闲渔业引进培育特色品 

种 

近几年，县里围绕发展休闲渔业，积极调整产品结 

构，引进和培育了一批观赏与市场价格高的品种，一是 

降低鲤、鲢、鳙鱼生产，扩大草、鲂、鲫鱼生产，使 

鲤、鲢、鳙鱼与草鱼、鲂鱼、鲫鱼生产比例由原来的 

6：4调整为现在的4：6，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二是降低 

常规鱼生产，扩大名特优新鱼生产，使全县名特优新鱼 

占全县水产品的产量由原来的不足1096扩大到4096以上， 

使一大批名特优新鱼(如虹鳟、金鳟、鲟鱼、锦鲤、美 

国蜊鱼、武昌鱼、彭泽鲫及虾、蟹等)在永靖县安家落 

户，极大地丰富了游钓市场和水产品销售市场，满足了 

不同消费水平的需求，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三是依托资 

源优势，扩大冷水性鱼类生产，使虹鳟、金鳟等冷水性 

鱼类的产量由原来的年产不足10吨提高到现在的100吨 

以上，资源优势进一步得到发挥。 

同时着力培育特色产品，树立品牌意识，走名牌战 

略，全力打造永靖休闲渔业新形象。结合当地实际，县 

里把金鳟做为刘家峡水库网箱养殖的主养品种来培育， 

把观赏鱼锦鲤做为池塘养殖的主养品种来培育，不断满 

足游客既观赏又美食的更高需求。提出了网箱养鱼实现 

金鳟化，池溏养鱼实现锦鲤化的奋斗目标。目前网箱养 

殖的金鳟占整个网箱养鱼的三成以上，引进和繁殖锦鲤 

苗种200万尾，今年全县40％的池塘养鱼基本实现锦鲤 

化。金鳟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品，锦鲤成为垂钓池、水 

族箱中的抢手货。销售形势旺盛，群众争相放养。 

三、稻、鱼、鸭、藕混养，为休闲渔业开辟生态模 

式 

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效益低下，没能使永靖渔业在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对此，这几年，全县大胆 

改革创新，极力推行稻鱼共养、鱼鸭混养、鱼藕共养， 

发展生态渔业，为休闲渔业探索生态模式，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全县发展休闲渔业，探索生态模式，使当地渔 

业收入提高20％以上。几年来，全县累计发展稻田养鱼 

面积6000余亩，鱼塘养鸭1．2万只，鱼池种藕200余亩， 

增加渔业产值1 12万元。为休闲渔业持续健康发展，探 

索出了新模式。 

四、立足科技创新，为休闲渔业提供技术支撑 

全县狠抓科技推广不放松。一是引进和推广了一批 

良种水产苗种，每年从南方组织外调苗种50余万尾，使 
一 大批适应性强、经济价值高、深受游钓、观赏者青睐 

的水产品在我县安家落户。二是推广了 “大面积池塘养 

鱼高产高效技术”和 “池塘养鱼80：20鱼种投放技 

术”，使我县的池塘养鱼单产由原来的不足200千克提 

高到了现在400千克以上，为休闲渔业发展打下良好的 

物质基础。三是推广 “荷花大面积栽培技术”，引进荷 

花品种150余种，推广 “网箱金鳟养殖技术”，依托水 

库网箱养殖试验基地，大力开发刘家峡水库休闲渔业。 

四是推广了“温棚育种技术”。先后修造砖混钢架结构 

温棚池塘三座，2000米2，有效提高了休闲渔业育种技 

术装备。五是推广了“观赏鱼锦鲤的孵化繁育技术”。 

先后建立锦鲤孵化繁育示范点两处，选育亲鱼300千 

克，累计繁活锦鲤苗种200万尾，为实现县里提出的 

“池塘养鱼实现锦鲤化”的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通过这些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有效地提高了全县 

渔业科技含量，提高了休闲渔业效益，增强了休闲渔业 

发展后劲。 

五、积极招商引资，为休闲渔业增强发展后劲 

永靖县发展渔业的专项资金非常有限，县级财政更 

是十分困难。对此，县里在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项目资 

金的同时，对内挖潜、对外招商引资。遵循 “你发财， 

我发展”，但求所在、不求所有，借鸡生蛋、借船过海 

的工作思路，大力开展了招商引资活动。一是制定优惠 

政策，鼓励县内集体、个人、联户搞承包，吸纳县内资 

金。二是组织参加经贸洽谈会，举办新闻发布会，扩大 

宣传，对外招商引资，吸纳县外资金。截至目前，县内 

先后有四家单位和个人投资休闲渔业建设，县外先后有 

三家单位和个人来我县投资休闲渔业建设。通过外引内 

联，共计引进休闲渔业发展资金1600余万元。极大地缓 

解了我县发展休闲渔业资金紧缺的矛盾，为全县渔业大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招商引资项目“泽鑫养殖观 

赏园”、 “永生渔村观光园”已成为我县休闲渔业的龙 

头企业，有力地促进了我县休闲渔业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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