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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里淘金，绿色产业蓬勃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壮大和

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是将绿水青

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

作为一个旅游功能区，仙女湖区

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精心呵护一

湖碧水，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

科学发展渔业经济，两者相得益彰，

实现共赢。该区的渔业产业经历了

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由弱变强的发展

过程：1985 年，仙女湖渔业发展提倡

库湾拦网养鱼，形成了多主体、划区

域管理的养殖模式；2009 年，仙女湖

区组建江西仙女湖渔业有限公司，改

善了水面养殖小规模、粗放型经营等

弊端，统一整合为大水面养殖经营模

式，大大提高了渔业养殖效益。

仙女湖有机鱼为何能“出圈”，得

到市场的广泛认可？仙女湖区打的

就是绿色生态牌，一尾鱼苗在湖中要

生长四年，才能被捕捞上岸，生长期

间以湖里的浮游生物为食，确保了养

殖过程中的纯天然，真正做到了“人

放天养”。基于此，仙女湖有机鱼连

续 17 年获得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

中心的有机产品认证，品牌影响力逐

年扩大，市场前景也越来越广阔。

在仙女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生动实践几乎随处可见。该区找

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点，努

力提升仙女湖有机鱼的产品价值，做

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计划设立

总经销点 、筹建 冷 链 仓 库 、推 出“ 渔

旅融合”等等，将渔业产业逐步做大

做 强 。 现 在 ，绿 色 产 业 已 经 成 为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的 新 动 能 ，正 在 展 现 勃

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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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鱼何以有机鱼何以畅畅““游游””全国全国？？
——解锁仙女湖区促进渔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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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仙女湖有 50 平方公里的

湖面，除了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外，还

盛产 50 余种鲜鱼。每年捕捞时节，湖

面上一派鱼跃人欢的喜人场面，一条

条肥硕的有机鱼“游”上了全国各地

百姓的餐桌，成为一道特色美食。

仙 女 湖 的 鱼 何 以 受 市 场 青 睐 ？

近年来，仙女湖区推进水环境综合治

理，以治水倒逼生态升级，通过取消

网箱养鱼、关停矿山、取缔沿湖畜禽

养殖场等举措，精心呵护仙女湖一湖

清水，并整合湖面资源，发展渔业经

济，采用“人放天养”的方式，让有机

鱼远销全国各地，取得了良好的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

护好一湖水

立冬时节的仙女湖，山水风光旖

旎，一阵阵微风拂过，湖面上泛起点

点涟漪，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彩画。

仙 女 湖 区 委 副 书 记 潘 志 军 说 ：

“仙女湖的美，美在这一湖碧水。我

们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牢牢守住生态环保底

线，悉心管护这湖水，退出传统的网

箱养鱼，成立专业的渔业公司，在保

证水质安全的基础上，科学发展渔业

经济，确保好山好水养好鱼。”

仙 女 湖 是 新 余 市 主 要 饮 用 水

源。过去，凭借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

沿湖 33 个行政村的村民“靠水吃水”，

大多以捕鱼为生，各自划分养殖水域，

形成了不科学的养殖方式，使得当地

的水域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彼时，

仙女湖网箱养鱼 1 万余箱，严重影响

了区域内水质。为了保障市民的饮水

健康，前些年，仙女湖的网箱养鱼全部

进行了拆除，同时出台补偿政策，保护

沿湖农民利益不受损。

“从 2013 年起，我们持续开展湖

泊治理工作，实施水岸清洁、沿湖村

庄生活污水处理、周边企业无害化设

施升级改造等 20 多个项目，陆续关停

矿山和鸡鸭牛猪养殖场，并进行人工

增殖放流，结束了以往‘水里养鱼、岸

上 养 殖 、山 上 种 树 ’的 无 序 发 展 模

式。”仙女湖区委宣传部负责人、时任

区湖泊生态办主任朱圣辉说。

仙女湖区实施湖泊水生态保育

工程，在入湖口培育千屈菜、鸢尾、菖

蒲等水生植物，建设湖滨人工湿地和

生态滤场，利用植物吸收氮、磷等营

养 物 质 净 化 水 质 ，全 面 改 善 水 体 质

量，提升湖泊水体自净能力。同时，

加大水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不仅组织

沿湖村庄护湖队开展常态化巡湖，还

创 新 治 理 模 式 ，将 湖 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湖区环境卫生等工作任务作为虚

拟股份，按照制定的考核办法和考核

结果，给予沿湖各村每年 3 万元至 10
万元不等的分红，引导村民共护一湖

清水。

清澈的河水哗哗地流进了仙女

湖，成群结队的鱼在湖里追逐嬉戏，

环 境 的 持 续 改 善 ，让 仙 女 湖 有 机 鱼

的“靠山”越来越硬。据第三方监测

机构对仙女湖内 23 个断面和其他排

入 口 的 水 质 监 测 与 分 析 ，江 口 断 面

水 质 稳 定Ⅲ类 水 、平 川 断 面 水 质 稳

定Ⅱ类水。

养好一条鱼

11 月 8 日，记者来到仙女湖一处

码头，只见一辆装载鱼苗的货车停靠

在岸边，工作人员正忙着卸苗、称重，

将一尾尾鱼苗投放湖中。“我们每年

一般投放 100 多万斤鱼苗，主要是鳙

鱼和鲢鱼，这种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

有利于湖体生态。这种有机鱼从催

产、成苗、育苗、放养等过程全部属于

生 态 养 殖 ，鱼 儿 吸 食 水 中 的 浮 游 植

物，还能防止湖面产生蓝藻。”江西仙

女湖渔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金平

介绍。

2009 年，仙女湖区组建成立江西

仙女湖渔业有限公司，以配置原始股

的方式，并购两家渔业公司和 300 多

户 养 殖 散 户 ，通 过 整 合 全 域 水 面 资

源 ，变 多 个 经 营 个 体 为 一 个 经 营 主

体，发展净水养鱼、碳汇有机渔业，严

格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

成功推出了“会仙”牌有机鱼。

“想要养好鱼，还得科学‘牧渔’。”

万金平心中有本“养鱼经”，“过去的养

殖模式以库湾拦网养鱼为主，投放了

较多的饲料，鱼的品质得不到保证。

现在，仙女湖中有 52 种鱼类，主要以

鳙鱼和鲢鱼两类为主，它们生活在浅

水层，吸食水中的浮游动植物，既容易

捕捞，又确保了鱼的鲜美。”

这种“人放天养”的模式，并不意

味着什么都不做。每天，湖面上都有

巡逻队忙碌的身影，如该渔业公司生

产 队 队 员 罗 秋 根 ，早 晨 便 驾 驶 着 小

船 ，开 启 了 一 天 两 次 的 护 湖 巡 查 工

作。打捞湖面垃圾、维护生态浮岛，

多年来，这些已经融入他的日常生活

中 。“ 好 水 才 能 养 好 鱼 ，只 有 护 好 了

水，鱼才会生长得好。”罗秋根说。

“我们养鱼靠的是天然、健康养

殖，顺应鱼类的生长规律。”万金平告

诉记者，前期通过邀请相关专家来仙

女湖实地“把脉”，科学配备了鲢鱼与

鳙鱼投放比例，实现环保效益与经济

效益最大化。另外，每到捕鱼时，也

是采取“抓大放小”的原则，捕鱼队运

用 6 寸的粗眼巨网，不够尺寸的鱼不

捕捞，以更好地保障渔业生态的循环

发展。

除了“抓大放小”的捕鱼原则，仙

女湖还设置了禁渔期。每年 3 月至 6
月期间，仙女湖全水域禁止捕捞和垂

钓，让鱼群休养生息繁衍壮大，实现渔

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有机鱼品

质。目前，仙女湖每年可捕捞鱼类水

产品500万斤，年产值达4000余万元。

拓八方市场

一条仙女湖有机鱼从湖里“游”

上餐桌，最快只需几个小时。在新余

市的众多餐饮店，纷纷推出“鱼头鲜”

招牌菜，选用刚捞上来的胖头鱼，配

以秘制的汤汁，味道又鲜又嫩，让食

客舌齿留香。“许多顾客来店必点仙

女湖有机鱼，就爱喝这一口鲜汤。”一

家餐饮店的工作人员曾红说道。

随着仙女湖有机鱼品牌效应日

益显现，湖里的鱼供不应求，这也给

万金平带来了“幸福的烦恼”。“我们

现在是‘压’着量生产，湖里鱼的数量

不 能 太 多 了 ，否 则 会 影 响 生 态 。 现

在，估算湖里总共有大大小小的鱼儿

2000 万斤，每年捕捞 300 至 500 万斤

成年鱼，这个捕捞量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 ，就 连 最 远 的 地 方 西 藏 都 供 过 货

呢。”万金平笑着说。

一边是生产端产量均衡，一边是

需求端持续旺盛，如何进一步做大渔

业经济？这成为了目前需要破解的

产业发展瓶颈。

“只有提升产品价值了。”万金平

给出了答案，“仙女湖有机鱼的市场

批发价一般是每斤 8 元，而市场零售

价则在每斤 13 元以上，如果拿到了市

场的经销权，整个产业总产值可以大

幅提升。目前，我们正着手准备在南

昌 和 合 肥 设 立 总 经 销 点 ，后 续 往 北

京、深圳、长沙等城市铺开，让仙女湖

有机鱼销往全国各地。”

潘志军说：“我们一是持续扩大

仙女湖有机鱼的品牌影响力，连续 17
年获得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

的有机产品认证，为产品走出去添上

了‘翅膀’；二是通过延伸产业链条，

做鱼肉深加工和预制菜等，让产业进

一 步 强 起 来 ；三 是 提 升 产 业 的 附 加

值，打造仙女湖‘渔作景观’，吸引游

客前来观看巨网捕鱼实景秀，走出一

条渔旅融合的新路。”

前瞻性的产业布局，给仙女湖有

机 鱼 产 业 发 展 带 来 了 宽 裕 的 窗 口

期。为了拓宽销售渠道，仙女湖区正

筹 划 建 设 冷 链 仓 库 ，提 升“ 锁 鲜 ”技

术，确保有机鱼的品质，另外加强与

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合作，不断打开

市场。

一条鱼，搅动了仙女湖渔业发展

的“一池春水”。去年，仙女湖水面被

列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

第 七 批 全 国 有 机 农 产 品 基 地 名 单 。

不久前，“会仙”牌鳙鱼获得第十五届

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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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溪县，因央企接二连三入驻，这片土地在

全省县域经济中显得别有“春”色。最新数据显

示，芦溪县现有中材锂膜、中材电瓷、中材科技

风电叶片、南方水泥等 8 家央企项目落户，并建

成了中国建材、中铁轨道交通两个央地合作产

业园，是江西引进央企较多的县（区）。

放眼全省乃至全国，芦溪偏居内陆，它的比

较优势在哪里？

秘密一：传统产业的优秀基因

初冬时节，位于芦溪县工业园的中材锂膜

（萍乡）有限公司厂区内，工作人员身着防尘服，

正操控着一台台精密仪器，有序地忙碌着，一派

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作为该县首个投资超百

亿元的项目，这家以从事高性能锂电池隔膜材料

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为主业的企业，达产

后年产量可达 10 亿平方米，预计亩均产值超过

千万元，是芦溪当前引以为傲的“大块头兼具大

智慧”的好项目。

中材锂膜和芦溪的合作只是央地“双向奔

赴”的一个例子。在此之前，已有中材电瓷、中

材风电叶片择“芦”而栖。央企巨头屡屡在芦溪

投资兴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看中了当地

延续百年的工业基因。

1905 年，萍乡的喻兆藩等人在芦溪县上埠

镇创办了萍乡第一家近代瓷业企业——萍乡瓷

业有限公司，这也是我国最早一批注册瓷业企

业之一。

时至今日，芦溪县电瓷产业熊熊窑火生生

不息、企业迭代愈精愈强、市场开拓愈宽愈广、

品种类别愈多愈全，巅峰时期出口量分别占江

西电瓷出口量的 80%和全国电瓷出口总量的

22%，并在 2020 年 10 月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正式授予“中国电瓷之都”

称号。

除了产业年份够久，芦溪可提供的生产要素

同样非常“吸睛”。据统计，该县已探明和开采的

矿产资源达 30 余种，尤其是瓷土、石灰石、石英

砂、煤炭等矿藏丰富，其中瓷土储量超10亿吨。

秘密二：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

在通往沪昆高速的芦溪挂线上，经常可以

看到一辆辆装有风电叶片的重型货车整装待

发。这些产自中材科技（萍乡）风电叶片有限公

司的叶片，最长的达到了 95 米。当前，该公司

已发展成为国内综合实力强劲的风电叶片产业

基地。

“芦溪很美，来了不悔。”中材科技（萍乡）风电叶片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年为了让企业在最短的时间内投产，芦溪县专门成立了一个专班，帮助企业

办理相关手续，协调推进项目建设。从 2014 年 9 月项目奠基，到 2015 年 1 月

开始投产，前后仅用了 100天。

推进与央企在更高层面、更广领域深度合作，离不开高位谋划、高标部

署、高效落实。近年来，芦溪县提出了“做大做强央企产业园”的目标，为了

促进与央企的合作，该县动作频频，并取得累累硕果，中国建材、中铁电气化

局、中材国际工程、中材科技等央企一直都在芦溪县的招商名录中。

2021 年 9 月，在得知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锂膜项目需要扩大产能

这一消息后，芦溪县主动出击，迅速对接，安排工作专班多次赴京，确认公司

的投资需求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招商方案，高效率的行动最终打动了中材锂

膜公司。

变诚心为实意，是芦溪县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该县全面深化“放

管服”改革，实行“交房即交证”“交地即交证”服务新模式，通过实施“十办服

务”，开展“八大行动”，统筹推进“一扇门”办理、“一窗式”受理、“一次性”办

结、“一触角”延伸的“四个一”政务营商环境建设，在萍乡市率先推出了工业

园区“一章审批”服务，打造了“溪心办”营商环境品牌。

秘密三：成熟有效的配套支持

引得进，更要留得住、走得远。该县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为央企落地之

后的顺利发展提供配套支持。

——拉长产业链。实施产业招商、精准招商、补链招商，寻找与央企合作

的契合点，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该县发动怡源绝缘子等 3家民营企业

组团与中国建材集团对接，建成了投资规模达15亿元的中材江西电瓷电气有

限公司；推动保定朝雄电气化电力器材有限公司与中铁电气工业有限公司、

中材江西电瓷电气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投资组建了中铁国材绝缘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芦溪县规模以上企业达 122家，构架了多条产业的上下链，形成了

央企与民企混合发展“1+1>2”的生动局面。

——培育创新链。该县与山东工陶院、电瓷产业联盟共同组建了中部

地区首家高压电瓷电气研究院中国芦溪高压电瓷电气研究院，搭建了国家

电瓷检测检验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对央企技术反哺民企给予奖励。同时，强

化“产学研用”对接，与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新材料专业委员会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设立芦溪工作站，与 30 余家省级以上研发机构及高等院校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实现了从适应标准

到制定标准的飞跃，一举掌握了行业话语权。

——补强扶持链。该县在科技创新、品牌建设、外贸出口等方面给予奖

励和扶持，聘请了 24 位专家院士作为芦溪经济社会发展顾问，投资 2.45 亿

元建成人才大厦，让高端人才在芦溪安心、安身、安业，创新推出电瓷电气供

应链金融产业发展信贷通。

好风凭借力。正是在央企的加持下，芦溪的工业经济实现了系统性重

构、整体性重塑，县域经济动力澎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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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场景

工作人员正在投放鱼苗工作人员正在投放鱼苗

落户芦溪县工业园的中铁轨道交通产业园。通讯员 卢 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