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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年探索完善，“千岛湖模

式”渐渐清晰：以鱼为基础，淳安形成

了“养殖、管护、捕捞、烹饪、旅游、文创”

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这一模式的名

声也越来越大，千岛湖渐渐成为国内

许多大中型湖泊水库学习的对象。

“师傅，为了冬天捕捞少伤鱼，我

们需添置3000米长的渔网，向您咨询

一下渔网规格。”晚上9时，千岛湖发展

集团水科所所长王金朋的手机弹出一

条微信消息，发来信息的，是江西省崇

义县阳明湖渔业分公司副经理陈伦

芳。王金朋略一沉吟后回复：建议刺

网高度在16米左右。

每隔两三天，王金朋都会收到陈

伦芳“请教”的微信，全程指导对方巨

网捕鱼的每个细节。如此高频率的互

动，源自去年7月，千岛湖发展集团和

崇义县章源控股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后者出资100万元购买“千岛湖模式”

整套经验。“在国内湖泊水库中，‘千岛

湖模式’是超前的，它走过的路，阳明

湖正在走。”陈伦芳说。

阳明湖是赣州市中心城区备用

水源地，其中有3.8万亩水域面积位于

崇义县。2017年，网箱养鱼经过全面

整治后，湖面水质大大改善。“但如何

从长远角度解决好保护与发展的问

题，大家心里都没谱。”陈伦芳告诉记

者，与千岛湖牵手后，渔业资源成为两

大湖泊合作的首要领域，阳明湖向千

岛湖派出两批20多人驻点学习，千岛

湖发展集团也多次派出技术骨干现场

教学。

经过1年磨合，陈伦芳明显感受

到阳明湖的变化。“以前1个月捕不到

两万斤，现在使用千岛湖‘拦、赶、刺、

张’的捕鱼专利，半个月就能捕近10

万斤，更重要的是，技术人员还学会监

测环保数据，定期用增殖放流调节水

质。”陈伦芳笑着说，和产自千岛湖的

鱼一样，阳明湖的鱼也通过有机产品

认证，过年前阳明湖将开出第一家生

态鱼馆，鱼博物馆也进入筹划阶段。

江西阳明湖的鱼卖得越来越紧

俏，600公里外的湖北富水湖也因为

“千岛湖模式”植入，正悄然发生变

化。半年前，千岛湖发展集团通过技

术入股，成立中林富水湖发展公司参

与开发富水湖旅游。12月初，中林富

水湖发展公司总经理仇兆勇和同事们

定下富水湖的旅游发展规划，首次提

出要凸显鱼元素。

“富水湖拥有13万亩水域，我们将

投入1050万元打造一个鱼趣乐园，集

渔文化展示、渔业观光、渔业休闲、渔业

科普等众多项目于一体。”仇兆勇说。

从鱼种培育到渔政管理，从捕捞

生产到销售烹饪，从文创开发到旅游

规划……如今，“千岛湖模式”已不仅

是简单的投放鲢鳙鱼保护水质，而是

覆盖多个方面的渔业产业体系，淳安

对于“千岛湖模式”的探索仍未止步。

今年以来，淳安相继推出一系列支

持措施，比如设立“中国大水面生态净水

研究中心”，针对“千岛湖模式”的产业发

展需求，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挂牌成

立“中林两山学院”，为人才培养提供渠

道；与上海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大学、浙

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合作，推动“千岛湖模

式”学术研究再上新台阶。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淳安提出新

目标——“一湖推十湖，十湖带百

湖”。相信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千

岛湖”将在全国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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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末，淳安县千岛湖发展集团总经理何光喜格外忙碌。上午接待黑龙江龙凤湖的考察团，下午

马不停蹄赶到安徽省淮南市，签署与淮南高塘湖全方位合作的协议，这也是千岛湖继与江西阳明湖、湖北富

水湖、新疆赛里木湖等全方位合作后，“正式联姻”的第6个湖泊。

过去一年，连轴转出差是何光喜的工作常态，但他乐在其中。根源就在于，这条从千岛湖573平方公里

碧水里游出的“鱼”，已衍生出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千岛湖模式”，帮助全国各地越来越多水库湖泊走上绿色

发展的新路子。目前，千岛湖已与15个省的20多个湖泊建立了联系合作。

一条“鱼”何以一跃而起，扎入五湖四海？近日，记者前往千岛湖一探究竟。

初冬的千岛湖分外冷艳，不过东南湖

区的一个角落却很是热闹。随着一阵“嘿

唑、嘿唑……”的号子声，20多位千岛湖

捕捞队队员收拢起一张百余米长的渔网，

成群的鲢鳙鱼受到惊吓，争相跳出水面，

围观的游客不时掏出手机抓拍，队长叶志

清清了清嗓门喊着：“大家再加把劲，这一

网少说有10万斤！”

一网打10万斤鱼，大部分捕捞队员

并不惊讶，从业33年的叶志清却深感不

易。他清晰记得，20年前一网最多能打5

万斤，1998年还出现过断崖式下滑：“当

时全年只打到70万斤鱼，而上一年还是

300多万斤。”除了鱼变少了，叶志清还发

现一个奇怪现象：千岛湖水面漂浮着一层

蓝绿色藻类。

第二年，叶志清又看到同样的景象。

经过淳安环保部门专业检测，确认这是水

体富营养化导致的“水华”。“千岛湖连续

两年季节性‘水华’，让喝惯好水的淳安人

接受不了，常有人跑到县环保局投诉。”时

至今日，想起当时的情势，担任过6年县

环保局局长的陈庆苏叹了口气：“人人都

很关心，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当时的淳安，已清退完污染排放高的

工业企业，为什么水质突然变差？“水华”

发生后，淳安在全县开展了一次思想大讨

论，陈庆苏专门带队去武汉东湖和昆明滇

池考察。“两大湖泊用鲢鳙鱼治理‘水华’

的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猜测吃

藻类和浮游生物的鲢鳙鱼变少，是导致

‘水华’出现的重要原因。”这个猜测得到

了上海海洋大学专家的证实。

新安江水电站蓄水后，千岛湖盛产鲢

鳙鱼等114种鱼，但在上世纪90年代，千

岛湖的鱼卖不出好价钱，淳安百姓选择引

入利润更高的鲈鱼和鳜鱼。64岁的余湖

南从事多年网箱养殖，他告诉记者，这些

外来鱼种以小鱼为食，为了节省饲养成

本，大家就用千岛湖的小鱼投饵。“一到晚

上，千岛湖边都是一盏盏诱捕小鱼的灯。”

1999年8月，千岛湖发展集团在暴

发蓝藻的湖区进行了一场围湖禁捕的试

验。3年后，自由生长的鲢鳙鱼不负众望，

所围区域的水质指标得到改善，总氮、总

磷和叶绿素含量逐年降低。“鲢鳙鱼以藻

类和浮游生物为食，它每增长1千克，大

约可消耗40千克藻类。”从事多年水域研

究的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刘其根说。

突破口终于找到了。同一年，淳安县

召开保护水资源千人大会，出台《千岛湖

渔业资源保护管理办法》，保护渔业资源

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出现。更重要的是，经

历两次“水华”事件，“保护鱼就是保护水”

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数据显示，淳安向全国市场提供的鲢

鳙鱼数量，从2000年的220吨稳步增至

2019年的4000多吨。

理念升华
保护鱼就是保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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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鱼，之于淳安，究竟有

多重要？

几乎每个接受记者采访的

淳安人，都会思索良久后答复3

个字：“算不出”。

数字上难以量化，但每个来

千岛湖的游客，都能直观感受到

这条鱼带来的N种精彩——

有“万鱼跃起、金鳞狂舞”的

巨网捕鱼，有“人在湖中游、鱼在

街上走”的千岛湖鱼街，有名扬

天下的千岛湖全鱼宴，还有国际

鱼拓制作大赛、龙川湾国际垂钓

大赛等渔事节庆……

在淳安人“算不出”的背后，

是坚守绿色发展的道路自信，这

种自信来自一湖秀水的美丽基

因，来自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

高效转换。淳安靠着绿色发展

的初心，让产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让乡村成为城市向往的乐

土。笔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千

岛湖模式”给淳安带来的影响，

已远超这个行业本身。

这种自信来自可持续发展

的高度自律。近年来，淳安人不

仅把加快实现绿色发展作为义不

容辞的责任，更视之为产业崛起

之契机。这样的自觉践行，不仅

来自各级政府，还深深扎根民

间。在严家村、鳌山村等淳安传

统渔村，村民建起渔文化展示馆，

连老一辈渔民都唱起渔歌开起民

宿，积极谋求渔旅融合的转型。

这种自信来自推进绿色发展

的长远决心。吃生态饭，走绿色

路，不能闭门造车。不久前，淳安

专门召开首届千岛湖论坛，“新时

代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成为

主题，一大批国内外绿色发展领域

的顶尖专家、权威学者云集千岛

湖，为淳安绿色发展把脉问诊。建

设特别生态功能区的目标，让如今

的淳安正昂首阔步，对标绿色发展

的全国优秀样本，寻找开启“两山”

之门的“淳安钥匙”。

鱼的故事仍在继续。在美

丽浙江建设的新征途上，这样的

绿色探索不妨再深一点，这样的

绿色自信也不妨再多一点。

多一点绿色自信

记者手记
“千岛湖鳜鱼王”鱼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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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的元素已融入淳安乡村建设。 拍友 姜晓勇 摄

鱼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怎样

让这条鱼能够在效益上“跃上龙

门”？让百姓从一湖秀水中受益，

成为淳安发力的新方向。

如今，几乎每个淳安人都能说

出一些千岛湖“鱼跃龙门”的故事，

界首乡鳌山村忆山居民宿经营户

文圣梅就是其中一个。

“小时候，千岛湖鱼头是喂猪

的，走亲访友万万不能送。”文圣梅

笑着说，3年前，看到家乡打造鱼文

化主题村落，在外闯荡大半辈子的

她毅然回村，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

精品民宿。而今，一个5斤重鱼头

就卖200元，每个来鳌山村的游客，

不仅能吃上正宗的千岛湖鱼头，还

能在体验基地感受打渔的快乐。

“今年营业额突破了40万元，餐

饮占四分之一，围绕这条鱼做文章

就对了！”文圣梅高兴地说。在她

眼里，鳌山村从不起眼的小渔村，变

成网红的3A级景区，正是千岛湖鱼

的品牌化，撬动了产业链的拓展。

相比较文圣梅，千岛湖发展集

团董事长汪建敏更清楚这条鱼的

升值之路。千岛湖发生“水华”那

两年，负责经营千岛湖的淳安县属

国企“新安江开发总公司”发展陷

入困境，后来引入中国林业集团组

建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调来

懂市场的县农业局局长汪建敏担

任一把手。

在那段煎熬的日子，每天晚上，

汪建敏都会带着班子成员在南山开

发区的大道散步，看着农夫山泉水

厂门口来来往往的货车，他寻思着：

一瓶千岛湖水都能有如此大的市

场，千岛湖的鱼为什么不行？

逆境“求生”的倒逼下，汪建敏

发起一场长达10年的品牌创建工

作。“第一步就是改变以前卖冻鱼

的传统路径。”

为了使捕捞不对鱼造成损伤，工

人们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沉浮

式活水运渔船，通过调整进排水结

构，使鱼在起网后能径直游进船舱。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千岛湖鱼

的附加值，汪建敏带着团队又推出

一系列品牌化战略举措：注册“淳”

牌商标；用“千岛湖”申请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认证；向国家环保总局有

机食品认证中心申请活鱼有机认

证……

千岛湖鱼的价格随之翻了数

番，来千岛湖吃鱼头成为一种时

尚，不少鱼文化衍生品也开始出

现。2006年，汪建敏与日韩等国

渔业同行交流时听到“鱼拓”（用鱼

进行绘画的技法和艺术）这个新

词，“回来后，我们就创办了国内首

个鱼拓社，一捕到稀罕的鱼便进行

创作。”汪建敏说。

涟漪渐起，鱼拓艺术从淳安走

向国外，单幅价格低则几千元，高

则数万元，并延伸到服装、书籍、文

创产品等方面，相关作品被淳安多

次当作礼品送给国际友好城市。

为了全面展示鱼文化，2015年，千

岛湖发展集团还创建“千岛湖鱼博

馆”，这是省内首家专业鱼文化博

物馆，藏有千岛湖全部114种鱼类

的标本。

产业升值

“千岛湖模式”增活力

综合效益“跃上龙门”

探索升级

巨网捕鱼的壮观景象巨网捕鱼的壮观景象
拍友拍友 汪敏汪敏 摄摄

2019
····

年
·
12
··

月
·
12
··

日
·

来源
··

：浙江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