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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策，帮扶水产产业发展的 2 名“云岭银发”

专家正是邱家荣和鲍宏。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夫妇俩在牟定县成立了“云岭银发”水产产业

专家工作站。

夫妇俩了解到，因水体面积小，牟定县

水产养殖业发展在全省相对滞后。为了补齐短

板，尽管牟定县委、县政府计划打造“渔光一

体、渔旅融合”田园综合体项目，并已编制出

相关规划。然而，对于具体如何推进，还存在

诸多疑惑。得知此事后，夫妇俩奔赴牟定县“金

马牧歌”三产融合休闲度假区田园综合体建设

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并走访水产养殖企业。在

充分调研后，他们为当地编制出“渔光一体、

渔旅融合”田园综合体项目实施方案，提出以

生态养殖为基础，打造“滇中渔业休闲旅游产

业群”的发展建议。

20 世纪 90 年代，云南省开始推广稻田养

鱼技术。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稻渔综合

种养”模式。在发展该模式过程中，牟定县群

众大多在稻田里养殖罗非鱼和鲫鱼，但产量不

见起色。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邱家荣和鲍宏

建议引入新品种——福瑞鲤，并走进田间地头，

指导群众开展稻渔综合种养。“通常情况下，

稻田养鱼的养殖期只有 3 个月。福瑞鲤生长速

度快，可以缩短养殖期、提高产量。并且肉质

鲜美，卖得出好价钱。”鲍宏说。

在夫妇俩的助力下，牟定县打造了 1 个

稻渔综合种养示范点项目，投放 1500 公斤优

质福瑞鲤鱼苗，还将稻田养鱼技术制作成短

片广泛传播，有效带动产业发展。为期 3 个

月的牟定之行，邱家荣和鲍宏在招商引资、

养殖技术提升、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做了颇

多努力。当地农业农村局和畜牧水产站的工

作人员感慨，跟随二人工作期间，不仅个人能

力得以提升，全县渔业发展思路也愈发清晰。

保护渔业种质资源

如今，水产品已逐渐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需

品。推动全省渔业振兴发展，不仅能丰富百姓餐桌，

还能为养殖户创造丰厚的经济效益。为此，邱家

荣在退休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云南省水

产学会的工作中。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学会组织

召开系列学术交流会议，邀请省内水产界知名学

者、专家及企业家代表，共同探讨稻渔综合种养、

水产健康养殖、土著鱼种质资源保护及产业化发

展等热点问题，为振兴云南渔业提出宝贵的意见

建议。

斑鳖是世界级的濒危物种，可知种群数量不

多，一些媒体报道称“全球只剩3只”。鲍宏却记得，

斑鳖曾在云南省红河流域出现过。早在 1997 年，

她从捕获斑鳖的群众手中收到 2 只，并将其放归

自然。为保护和拯救斑鳖，云南省水产学会向云

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申报《红河流域极危物种斑鳖

生境及生存状况调研》项目。作为项目组成员，

鲍宏和邱家荣先后 4 次到元阳县、红河县、个旧

市等红河水域采样，寻找斑鳖的踪迹。

此外，邱家荣还带领云南省水产学会科技人

员奔走在怒江、金沙江流域，开展鱼类繁育研究、

水生生态监测、网捕过坝等项目，为保护怒江、长

江鱼类和生物多样性辛勤工作。

现在，邱家荣每周都要到位于宜良县马街镇

的云南高原土著鱼研究院开展土著鱼繁育等科研

工作。“退休后，有更多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希望通过学会把云南土著鱼种质资源保护和利

用起来，推进全省渔业的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我们夫妇也能继续追寻振兴渔业、助农兴农的梦

想。”邱家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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