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市市有有 1100 余余万万名名垂垂钓钓爱爱好好者者，，溪溪鱼鱼产产业业化化已已走走在在全全国国前前列列

钓钓客客心心中中的的丽丽水水鱼鱼——————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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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溪鱼产业化已走在全国前列
记者注意到， 与其他地区群众自发散乱

的江溪土著鱼类养殖相比，早在“十五”期间，
丽水市政府就为溪流性鱼类保护与发展作出
了前瞻的战略安排，形成了区域特色、整体推
进的溪流性鱼类保护开发和产业发展态势。

21 世纪初，市水利局出台了《丽水市渔业
产业化发展规划》，把溪流性特色鱼类开发产
业列为渔业产业化经营的六大支柱产业之
一。 如今丽水获得“中国生态溪鱼之乡”的称
号，正是丽水溪鱼产业化成功的最好印证。

丽水市水利局水产技术推广站研究员姚
子亮，和鱼打了一辈子交道，可以说是丽水溪
鱼的“百事通”。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调到丽水
工作不久的姚子亮在市区一家溪鱼店里吃
饭。“那是一家老字号的店，刚从乡下开到城
里，但生意一直很火爆，顾客络绎不绝，到现
在已经开了 30 多年。 ”姚子亮说，受到店里溪
鱼生意火爆的启发， 他更加坚定了溪鱼产业
化一定大有可为的想法。

2002 年， 姚子亮溪鱼产业化的构想取得
了重大突破———通过两年多的研究培育，成
功实现了军鱼人工繁育，紧接着石斑鱼、老虎
鱼、黄刺鱼、马口鱼、“决单”（学名唇鱲鱲骨，俗称

重唇鱼）等溪鱼陆续实现人工繁育。
“目前，我们一家开发出系列溪流性鱼类

名牌产品，并形成养殖技术比较成熟，市场体系
发达，社会化服务通畅，产业化经营机制完善的
溪流性鱼类绿色产业， 丽水已经算得上是华东
地区绿色‘溪鱼’产业化养殖和经营基地。 ”
姚子亮说，经过这么
多年的努力，丽水在
溪鱼产业化发展上
已经走 在 全 国 前
列。

以“鱼”为媒，
渔旅融合。如今，丽
水各地正充分利用
当地的旅游资源，
通过和渔业、水利
文化和旅游资
源的融合 ，推
出渔家生活
体验、溪鱼文
化展示 、特
色渔村 、垂
钓节等休闲

渔业项目，一条与“鱼”结缘的产业链正方兴未
艾，蓬勃发展。

丽水宛若一颗山间明珠，瓯江似一细链，将其穿戴成一极致名品，
尽显奢华，在这样的点缀下，瓯江里的鱼扭着灵动的身姿，游动在丽水
乡土间，摇曳在丽水人的舌尖，也成了丽水让人难忘的美好事物。

“我爱丽水的山水，更爱丽水的鱼”

“老屠，快到了吗？ 船都准备好了，你到了
马上出发……”

“马上下云和东高速出口，你先边上打几
竿子！ ”放下电话后，老屠不自觉地轰了一脚
油门。

11 月 22 日上午，来自金华的屠峰在高速
上接到了云和钓友孙建飞的电话， 这已经是
国庆之后他第五次赶赴紧水滩水库， 和老孙
再次开启“路亚之旅”。

路亚是一种钓鱼方法，也叫假饵钓鱼，是
模仿弱小生物引发大鱼攻击的一种方法。“路
亚钓法讲究技巧，需要竿、饵、轮的协调操作，
同时也考验钓者对水域情况、气温、光照等因
素的判断能力， 从而找出鱼群可能出没的区
域。 ”在一边等待屠峰的同时，老孙给记者科
普起了钓鱼常识。

下午一点多， 紧水滩库区边的公路上终
于出现了老孙期盼已久的浙 G 牌照的小车。
“仙宫湖，我又来了！ ”一根路亚竿子、一个控
鱼器、一个鱼饵箱……迅速停好车，老屠麻利
地收拾好了装备，开始拉着老孙准备登船。

老孙的木船，勉强够四个人乘坐，大伙上
船后就径直划往老孙的标点渔场。“对岸山边
有个尖角，北面是背风的，下面又有乱石堆，
应该会有老虎鱼……”老屠在装备钓具时，老
孙已经给他分析起本次的钓点。

“嗖———” 到了离对岸还有 20 余米的湖
边，老孙把船停好后，和老屠开始不断挥竿和
收竿的循环。“路亚钓法就是这样，不断甩出
假饵，再收回来，模仿小鱼在水中的动作，以
此吸引肉食性鱼类的攻击。 ”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老屠和老孙两人都

还没丝毫动静，正当老孙想换钓点时，老屠的
竿头猛地一沉，他立马反向提竿，“中鱼了———”
伴随着齿轮“吱吱”作响，老屠手中鱼竿的卷线
器在迅速地出线，鱼竿的顶部也完成了一个大
大的圆弧。“看来这条鱼个头还不小呢！ ”

经过五六分钟的“人鱼大战”，白色的鱼肚
渐渐浮出了碧绿的水面。“是条刀鱼，看着起码
有七十公分……”不一会儿，老屠已经把鱼控
到了船边， 老孙用控鱼器熟练地把鱼拖上了
船，一称一量：5 斤 2 两，长度近 70 厘米。

“我爱丽水的山水，更爱丽水的鱼。 ”对于
丽水，给老屠印象最深的不仅是这里美丽如画
的山水。 老屠说，在丽水钓鱼，特别是雨后烟雨
朦胧的湖边，感觉就像在画里垂钓一般，而且
紧水滩水质特别好，鱼的种类丰富，这里钓到
的野生鱼，是钓友圈里公认的高品质。

在丽水平均每 27 人中就有一个垂钓者
和鱼密不可分的， 就是广大的垂钓爱好

者。 根据市水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市
已经有超过 10 万名休闲垂钓爱好者，丽水现
在人口约 269 万，也就是说在丽水，平均每 27
个人里面，至少有一个是钓鱼爱好者。

在 10 余万名休闲垂钓爱好者中，具有专
业技术水准的约 3 万人，此外每年还有超过 1
万的外地钓客往来丽水垂钓， 每天钓鱼人数
可达 2000 至 3000 人。其中筏钓爱好者约 3 万
人，路亚钓爱好者数千人（青年人为主）。

丽水的垂钓历史悠久， 钓鱼活动最早是
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根据瓯江林姓和孙姓
渔民家谱记载：清乾隆年间，一对福建孙姓渔
民出海捕鱼时被台风吹到瓯江入海口附近，
在好奇心驱使下沿瓯江逆流而上， 发现瓯江
（今莲都一带）流域鱼类资源丰富而且味道鲜
美，于是便留了下来，在瓯江以捕鱼为生。

后来，孙姓渔民在福建的亲属林姓渔民也
跟着迁来丽水，经过两百多年十几代人的生
存繁衍，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已发展成为拥

有渔船一百多只，渔民三四百人的家族。
这些渔民祖辈的主要捕捞方式就是放钓、

手网撒网和擂网对拖捕捞。 因为早期渔民贫穷
置不起擂网，部分渔民专门以放钓为生。 钓线
用麻丝或棕丝捻制而成， 鱼钩用钢丝自行打
制，采用延绳钓的钓法，主线可达几千米，挂鱼
钩（或麦卡、芦竹卡）可达上千个，主要钓捕倒
刺鲃、鳗鱼、黄颡鱼、光唇鱼、唇鱲鱲骨、鳖、青鱼、鲤
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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