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士鱼”下乡记
引进高品质鱼苗，饲于高水准环境，“渌口山塘鱼”品牌呼之欲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员/蒋静

初夏的雨淅淅沥沥，山塘里水汽氤氲，朵朵涟漪

下，鱼苗欢快畅游，在渌口水产养殖户老田的倒影里

聚集成群。

鱼苗来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基地，名为合方

鲫 2号，比渌口本地鲫鱼抗病性更强、生长速度更快，

肉质也更鲜美，被老田戏称为“院士鱼”。

目前，“院士鱼”落户渌口时间不长。老田每天亲

自给鱼苗投喂草料，像对亲闺女般悉心呵护这群“小

客人”。

与老田一样，渌口多家水

产 养 殖 合 作 社 引 进 了“ 院 士

鱼”。

孟夏时节，万物并秀。这些

鱼苗饱含农人对丰收的希望，

为渌口水产业注入勃勃生机。

“近几年，渌口水产品市场

受外地水产品冲击，引进‘院士

鱼’或许是一个走出困境的机

会。”老田名叫田四军，是渌口

区田源种养殖合作社理事长。

他说，渌口虽地处湘、渌两水交

汇之处，水源丰沛，但水产养殖

方面存在天然短板，“一方面渌

口多林地山地，不利于开辟大

型养殖基地，另一方面当地季

节性干旱，水源不稳定，难做规

模性养殖。”

外地水产养殖企业凭借规

模养殖的低成本优势，挤占了

渌口本土水产品市场份额，本

地水产养殖户举步维艰。

“一条 1.5 公斤重的外地草

鱼售价可以低至 20 元，同样重

量的本地草鱼若低于 25 元，本

都赚不回。”老田很无奈。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落

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

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

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

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

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今年年初，渌口区决定打

造 渌 口“ 山 塘 鱼 ”农 业 专 属 品

牌，制定以示范基地带动养殖

合作社、农户发展山塘养鱼产

业；以高端水产品服务长株潭

农产品市场的品牌计划。走高

端路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助

力乡村振兴，渌口区说干就干。

“渌口境内水系水体流动

性强、水质纯净。”区畜牧水产

事务中心渔业渔政股老专家张

拔文说，相比湖区大型水产养

殖基地，渌口本地水体氮磷含

量低，再加上本地养殖户习惯

用天然草料喂养，相比饲料养

殖的湖区鱼，本地鱼的味道更

鲜嫩。

张拔文认为，依托渌口得

天独厚的水质条件发展山塘鱼

特色产业是破局渌口水产产业

发展困境的关键一步，也是一

个有远见的决策。

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业的目标定

下来后，担子落在了渌口区畜牧水产

事务中心。

“山塘鱼我们不陌生，发展山塘

鱼产业却是新课题。”渌口区畜牧水

产事务中心副主任凌云说，农业产业

开辟“新赛道”，打造独具特色的专属

农产品品牌，需要保证产品品质稳

定，还要适合当地养殖生态。

规模山塘鱼养殖需要什么样的

条件？是在本地水产品中甄选鱼种还

是引进外地鱼种？如何对山塘鱼养殖

规范化管理？……水产事务中心和当

地水产养殖户都缺乏经验，一个个问

题摆在眼前，他们倍感压力。

路是趟出来的。区畜牧水产事务

中心班子成员带队、技术人员全员出

动，在渌口区全域甄选条件适宜的水

产养殖基地，考察本地、外地优质淡

水鱼品种，聘请高校专家教授参与制

定山塘养鱼产业发展规划、品控细

则，一项项工作有条不紊。

年初，渌口“南洲忆山塘鱼”项目

立项，与渌口当地田园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紫湖园生态养殖场、文氏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等深入合作，发展

山塘鱼产业。

经广泛调研，5 月 8 日，山塘鱼基

地与长沙市望城区海氏渔业专业合

作社达成了合作，首批引进了淡水鱼

类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刘少

军院士团队研发的具有多种优良性

状的合方鲫 2号 23万尾。

按照“南洲忆山塘鱼”项目发展

规划，第一阶段成立一家国有资本、

农民养殖合作社入股的混合所有制

山塘鱼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山塘鱼公司”），在南洲镇、淦田镇、

龙潭镇挑选条件适宜的水产养殖合

作社试点养殖山塘鱼，逐步积累养殖

经验、细化管理流程。

第二阶段，“山塘鱼公司”根据市

场需求，逐步将全区养殖条件达标的

水产养殖合作社或个体户纳入公司

合作，以点带面辐射全区，带动“山塘

鱼”产业发展，服务长株潭水产市场，

助力农民增收。

4 月 19 日，渌口区还邀请中国工

程院院士、省部共建淡水鱼类发育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少军调

研“南洲忆山塘鱼”项目，刘院士为项

目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

山风徐来，清爽的空气里花香四溢，看着

打理得齐齐整整的山塘，老田脸上堆满笑容。

老田说，“院士鱼”是贵客，不能亏待！为

了迎接这批鱼苗，他足足准备了一个月，给山

塘清淤、消毒、去除杂鱼，锄草、清枯枝改善山

塘周边环境，每一项工作都确保细致，他还给

鱼苗儿聘请了“专职保姆”——一位有 35年水

产养殖经验的技术员。

“‘院士鱼’的个头和口感接近野生土鲫

鱼，食客们肯定会喜欢。”品尝后，技术员尹师

傅也看好“院士鱼”的市场前景。

老 田 的 山 塘 养 殖 环 境 是“ 南 洲 忆 山 塘

鱼”项目高要求选址、高标准养殖的缩影。

目前，渌口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会同区自

然资源局等单位经过多轮水质、农残检测，

在全区数十家水产养殖合作社中筛选出 13

家合格单位，山塘鱼养殖水面将扩大至近

2000 亩。

渌口区还邀请省内高校、研究院所淡水

鱼研究领域专家协助完成《南洲忆山塘鱼生

态养殖技术规范》《南洲忆山塘鱼养殖基地基

础建设标准》《南洲忆山塘养殖示范基地鱼水

质鱼质检测监督制度》的制定。

有专家们给山塘鱼项目“牵上马，送一

程”，山塘鱼产业发展顺利走上正轨。

“一年后如果这批‘院士鱼’市场反响不

错，我们打算扩大养殖规模，引进刘院士研发

的翘嘴鲂、湘军鳊，丰富山塘鱼品种。”渌口区

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副主任凌云对于山塘鱼产

业前景信心十足。

春风浩荡满目新，杨帆奋进正当时。渌口

区革新思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穿新

鞋、走新路，助力当地水产产业发展打破瓶

颈、鱼跃龙门。可以预见的是，游进渌口山塘

的“院士鱼”将给渌口水产养殖产业带来新机

遇、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孕育新动能。

“院士鱼”游进渌口区1
“南洲忆山塘鱼”游出来2

合方鲫 2号 渌口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供图

5 月 8 日，渌口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技术人员前往淡水鱼类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

研基地考察“院士鱼”。 渌口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供图

渌口水产养殖“跃龙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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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好人”周武帝用3年创造奇迹

自制康复器具 帮助中风妻子站起来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近日，4月“湖南好人榜”中，市三中 70岁的退

休教师周武帝榜上有名。

周武帝是孝老爱亲类“湖南好人”，他获得这

一荣誉的背后，是三年来亲手创造的一个奇迹。

3 年前，周武帝的妻子黄淑珍突然中风倒地

不起，接受 2次开颅手术仍未脱离危险。周武帝开

动脑筋，自制多种康复器具，用于妻子康复训练。3

年后，妻子竟能站起来了。

近日，记者来到周武帝家，见到头发花白的

他，探寻奇迹背后的故事。

生命垂危
家中寿衣都已备好

这是一段沉痛的经历。

2019 年 4 月的一天傍晚，黄淑珍和周武帝像

往常一样到河西湘江风光带散步，黄淑珍突然腿

一软，跌坐在地，紧接着昏厥过去。周武帝见状立

即把妻子送往医院。

经医院诊断，黄淑珍因身患糖尿病多年，引发中风。

在医院的2个月里，黄淑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

院对其先后实施2次开颅手术,3次下达病危通知书。

其实医院每次下达病危通知书时，医生就已经明

确告知周武帝：“抢救已没有太大希望。”周武帝宁愿散

尽家财，花费40多万元，也要保住妻子最后一口气。

“最后医院还是让我准备后事。”周武帝说，他

给妻子买了寿衣，联系好殡仪馆，只要妻子一断气

立即操办后事。

不过周武帝还在坚守最后的倔强。他买来妻

子的寿衣后，一直放在家里，准备洗干净后再用。

清洗只是一个借口，周武帝不想去拿。

正当周武帝备受内心煎熬，一天，一直昏迷的

妻子突然发出叫声，周武帝当即高兴得像个孩子，

大喊：“医生！医生！”

黄淑珍竟奇迹般地醒了。周武帝立即把她送

到城区一家康复医院，开始接受康复治疗。

妻子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的日子里，周武帝

一直陪伴左右，并细心观察康复训练的每一个细

节，并学着去做。

“我每天都从背后抱着她，让她的双脚踩在我

的双脚上，锻炼她走路。”周武帝说，一次下来，他

往往汗流浃背。

2019年年底，妻子的康复效果仍不理想，家庭经

济也逐渐捉襟见肘。周武帝决定把妻子带回家照料。

创造奇迹
自制康复器具让妻子站起来

此时周武帝面对的是一系列难题。没有医护人

员，周武帝得独自一人照顾妻子，而他本来就膝盖关

节损伤，得强忍疼痛；存款已经耗光，昂贵的康复器

具却一样不能少，于是周武帝从自己身上压缩开支。

“办法总比困难多。”周武帝说。

从妻子回家那一刻起，周武帝就开始自制康

复器具，帮助妻子做康复训练。

废旧沙发里的海绵，用新的布料缝纫后，就是

给妻子垫脚的好器具；废旧木板打孔，废弃拖把锯

断，就能做成“拔萝卜”游戏器具；一截橡皮绳，一

个别人不要的网球，就能做成“回旋球”；几块木板

组装，垫上海绵垫，底部撞上 6 个轮滑，就是一个

腿部伸缩运动仪……

周武帝已经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康复器具，

“随着妻子逐渐康复，一些器具用不上，就丢了，又

根据康复进展，制作新的器具。”

康复器具让周武帝照顾妻子更省钱、省力，但

他仍不轻松。

周武帝的手机每天设有 5个闹钟，从早上 7点

一直到晚上 9点 55分，都是妻子定时吃药、康复训

练的时间。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周武帝要妻子到小

区散步一圈，回家后做一个小时按摩，从肩颈、双

臂、上身、到双腿，细细按摩一遍，然后带妻子做游

戏，下午重复一遍。

如今，在龙腾国际小区，居民每天都能看到黄

淑珍被周武帝牵着，在小区慢慢散步，她还能和人

简单交流。大家都说，是周武帝亲手创造了“爱的

奇迹”。

“我没有别的愿望，就是希望妻子一天天好起

来，多陪我几年。”周武帝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通讯
员/刘金玉) 如何更好地了解和引导孩子在

青春期的身体和心理变化，教育孩子性健康

知识？5 月 14 日，国际家庭日暨母亲节来临之

际，株洲市守护花季青少年发展中心来到天

元区栗雨街道南塘社区，为家长和孩子送去

一堂生动的课程。

此次活动主题为“爱的陪伴”，活动由南

塘社区联合天元区妇联、亿都时光物业中心、

湘江名都邮政银行举办。

课堂上，来自小区 3 位不同家庭、不同职

业的家长畅所欲言，讲述自己在教育孩子的

过程中，不知道如何引导孩子正确看待输赢

的问题，如何鼓励孩子遇到困难不灰心，努力

争取胜利。株洲市守护花季青少年发展中心

讲师江陵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对大家提出

的问题逐一解疑释惑，帮助大家疏解心中“疙

瘩”、磨平内心“伤痕”，在寓教于乐中教会大

家如何进行压力管理、挫折应对和人际沟通，

帮助他们有效缓和孩子与家长的关系，建立

良好家庭沟通和信任关系，使大家得到一次

心灵的放松之旅，不少家长听完老师的课程

表示受益匪浅。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通过此次

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家庭日”的社会知

晓度，促进家长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

高家庭教育能力，营造创建和谐家庭、幸福家

庭的浓厚氛围。

孩子防性侵 家长也要学
“爱的陪伴”公益课堂走进南塘社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通讯员/
谭雨洲） 近日，石峰区学林街道三冲社区党

委联合市公交公司党委、石峰区卫生健康局机

关联合党支部开展“株事有礼·文明实践微服

务”活动，对老旧小区失效灭火器进行更换，向

居民开展二十大精神宣讲及志愿活动。

5 月 9 日上午，三冲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联合市公交公司党总支党员志愿者，集中

对原环保职业技术学校大专部家属区共 6 栋

房，12 个单元进行更换失效灭火器、宣传安

全知识志愿活动。5 月 12 日上午，在火炬二村

党员活动室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及志

愿活动。

活动结束后，党员、热心居民及业委会成

员在火炬二村党员活动室外坪开展除草活动。

党员志愿者打扫各单元的楼道卫生、清理楼道

杂物、清除楼道牛皮癣、宣传广告。石峰区计生

协走访慰问三冲社区计生特殊家庭。

“微服务”：石峰区老旧小区更换失效灭火器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通讯
员/唐珺泽） 志愿“微心愿”是荷塘区打造的

特色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品牌，已深入各

社区（小区）。5 月 13 日，株洲市城管志愿者协

会联合株洲市心彼岸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

展关爱环卫工人、困境青少年儿童、社区贫困

群众点亮“微心愿”活动，深受群众好评。

据介绍，活动举办前，志愿者深入了解上

述人员的现状，了解到环卫工人因日常工作

时间长，鞋子容易磨损；荷塘区部分青少年儿

童家境贫困；石塘冲社区部分群众生活困难。

根据这些群众的“微心愿”，志愿者链接社会

各界爱心商家资源，筹集到水、米、油、牛奶和

300双运动鞋等。

当日的活动上，志愿者将上述物资分别

捐赠给荷塘区 100名环卫工人、20名困境青少

年儿童、20 名社区贫困群众，圆了他们的“微

心愿”。

“微心愿”：荷塘区为环卫工人、困难群众送物资

周武帝为妻子制作的腿部伸缩仪。记者/姚时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