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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渔业情缘

1983 年，鲍宏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

此后一直从事渔业科研、管理、推广等工作。

多年间，鲍宏跑遍了云南各县（市、区），

不仅对全省渔业情况了如指掌，还积累起丰

富的基层工作经验。2021 年，鲍宏从云南省

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一级调研员的岗位上

退休，但她并未就此停止长达 38 年的渔业生

涯，而是持续关注云南渔业发展，义务担任

云南省水产学会顾问，并作为“云岭银发”

专家奔赴牟定县，助力乡村振兴。

“只要在渔业发展上还有需要我出力的

地方，我一定义不容辞。”对于鲍宏的心声，

邱家荣感同身受。1983 年毕业于上海水产学

院（今上海海洋大学）养殖系淡水渔业专业

的邱家荣，曾先后担任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云南省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等院校的领导职务，与妻子一样

有着深厚的渔业情结。

多年来，邱家荣全身心投入农业教育、

渔业科研及管理等工作，主持、参与建设项

目和科研课题 10 余项，曾获全国农牧渔业丰

收奖三等奖、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云南

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等奖项，是一名优

秀的技术创新型人才。作为长期从事渔业科

研的专家，邱家荣退休后主动承担云南省水

产学会的行政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为研究和保护云南珍稀土著鱼类，他还出任

云南高原土著鱼研究院副院长，继续从事水

产科研、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工作。

让渔业实现“鱼跃”

2022 年 5 月 17 日，“云岭银发”专家助

力牟定县乡村振兴签约仪式在当地举办，首

批 14 名“云岭银发”专家深入基层，为牟定

县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等献计

“云南有六大水系，鱼类资源较为

丰富，土著鱼类多达 500 余种……”说

起云南鱼类资源，鲍宏和丈夫邱家荣打

开了话匣子。退休后，身为云南渔业专

家的夫妇俩并未停下忙碌的脚步。在牟

定县、宜良县以及红河、怒江、金沙江

流域等地，他们深入田间地头，走遍鱼

塘水库、江河湖泊，继续为云南探索鱼

类资源利用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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