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大会组委会把本届
中国水产学会范蠡学术大会放
在宁波举行，原因何在？有何
深意？

林志华：本届范蠡学术大
会能够落户宁波，既有历史渊
源，也有现实需求。4 年前，位
于东钱湖畔的宁波院士中心落
成，我有幸陪同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包振民
等专家前去参观。机缘巧合，
宁波院士中心所在地恰好是陶
公村，“陶公”就是范蠡的别
称。相传范蠡在辅助越王勾践
灭吴后隐居于此。

范蠡被史学界称为治国良
臣、兵家奇才、商家鼻祖，但
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水产养
殖的鼻祖。他写的 《养鱼经》
是中国最早的养鱼著作，把中

国早期的养鱼经验浓缩在 400
余字中，句句是箴言。

正 因 为 有 这 样 的 历 史 渊
源，当时来访的专家团队和市
科协约定，将来可在宁波举办
水产领域的高端学术论坛。去
年，在选择第五届中国水产学
会范蠡学术大会举办地时，大
会组委会决定在宁波举办。

范蠡学术大会是由中国水
产学会主办的水产领域内最有
影响力、最具权威性及最高水
平的综合性年度学术大会。大
会并不局限于学术交流，还探
讨 了 很 多 产 业 方 面 的 现 实 问
题，这与宁波当前面临的现代
渔业转型升级需求高度契合。

宁波海域面积 8355.8 平方
公 里 ， 岸 线 总 长 1594.4 公 里 ，
广阔的海域面积孕育了丰富的
渔业资源。去年我市水产养殖

总面积为 4.43 万公顷，总产量
117.6 万吨，渔业总产值达 293.3
亿元。

在我们生活中，水产品一
直扮演着丰富“菜篮子”的角
色，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作
为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都市，未
来宁波的渔业发展要向高端品种
培育、水产品精深加工等方向转
型，这也契合高集约化、高附加
值的“都市农业”发展趋势。

本次范蠡学术大会邀请了
172 位专家学者、青年学子和企
业代表。与会人士围绕水产绿
色健康养殖新技术新模式、水
产生物技术与遗传育种、水产
养殖动物营养与饲料、水产病
害防治与水产品质量安全、可
持续捕捞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搭建起宁波与水产界专家
大咖交流合作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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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华：深耕水产良种供给
把宁波打造成现代化种业基地

C 人才平台紧密协同
“顶天立地”服务产业

孕育于得天独
厚的海洋资源，起
源于约7000年前的
河姆渡文化，宁波
的渔业在历史的长
河中历久弥新、蓬
勃发展，成为宁波
农业经济体系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培育渔业新质
生产力，需要大力
推动渔业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11月6日至7
日，中国水产学会
范蠡学术大会在宁
波召开。来自全国
水产领域的专家学
者、科研人员、企
业代表等人士深入
交流，共同探讨渔
业科技创新的新路
径、新模式。

水产领域内最
具影响力的会议为
何能在宁波召开？
宁波渔业高质量发
展的蓝图又将如何
描绘？日前，记者
对浙江万里学院校
长、中国水产学会
常务理事林志华进
行专访。

王佳辉 温馨

从柯力传感、瑞孚工业一直到
亚虎大学生创业园，一条聚焦新经
济、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的都
市工业楼宇创新带正在形成。据江
北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
将打造 10 幢容积率 3.0 以上的工业
大厦，新增空间 20 万平方米。

立足工地用地“二次开发”，
因地制宜推进工业上楼，打造一批
标志性工业大厦，是江北区破解制
造业企业投资扩产与工业用地紧缺
矛盾的核心解法。

截至目前，江北通过国资收购
开发、企业自主开发、政府收储开发
等模式，已累计实施“上楼”项目 52
个，新增产业空间 140 万平方米，近
三年来带动工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
增长。江北迈入全省“工业大县（市、
区）”行列，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规上工
业企业数量比重均为全市最高，都
市工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引导激励并重，“低端
散片”变“高端连片”

“工业上楼不是简单的土地或
楼宇空间的重塑，而是要和城市产

业 发 展 、 功 能 塑 造 有 机 结 合 起
来。”宁波东海经济研究院院长陈
旭钦说。

江北从产城融合高度，强统筹、
划范围、定政策，全力破解工业上楼
障碍。成立工业用地盘活领导小组，
出台《江北区关于深入开展工业用
地“二次开发”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划定重点推进区、
条件发展区、限制开发区“三区”范
围，将 10.2 平方公里的重点推进区
和条件发展区优先纳入改造提升范
围，谋定整体发展框架。1 个战略产
业园——江北都市产业园，以及 2
个优势产业社区——江北前洋产业
社区和江北高新产业社区，成为工
业上楼先行先试区域。

北坤智造园项目位于江北都市
产业园内。该园区地下是再生水厂，
每日可处理 15 万吨污水；地上打造
了最高 60 米的工业楼宇集群，总建
筑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招引绿色环
保、新材料等产业链上下游核心企
业进驻。地上地下集约开发利用的
模式，成为江北区拓展优质空间、实
现产业焕新的鲜明写照。

“江北对低效工业用地的购置、
建设、竣工全流程进行奖励，其中，
交易阶段对企业购置或股权并购低
效工业用地给予最高每亩 80 万元

的奖励，建设阶段对单个项目最高
奖励 300 万元，竣工阶段对符合条
件的企业给予达产奖励；优质入驻
企 业 最 高 给 予 100 万 元 的 租 赁 补
助。”江北区经信局负责人说，这一
系列政策有力激发了民营企业自主
改造的积极性，从被动“上楼”到主
动“上楼”，康赛妮、瑞孚工业、柯力
传感等企业工业大厦加速建成。

据了解，江北都市产业园正在
谋划建设新兴产业园，引导新增土
地 要 素 入 园 ， 可 新 增 工 业 用 地
1050 亩，新出让工业用地容积率
均在 3.0 以上，成为全区工业发展
的新引擎、新平台。

量身定制标准，“平面
空间”变“立体空间”

“现阶段，轻设备、工艺流程
短、附加值高的产业更适合‘上
楼’，但怎么‘上楼’，比如企业关
心的楼层间如何避免干扰、高层工
业楼电梯如何设计、水电布局如何
协调、厂房设计如何与工业类别相
匹配等各类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加
强指导。”陈旭钦说。

经过多年实践，江北逐步探索
出“标准+定制”的解决方案，助
力企业“上楼”。

江北区经信局负责人解释，标
准方案基本按照“上楼”产业共性
要求制定，明确的是通用技术标
准，目前对平面布局、建筑层高、
楼层荷载、车位配比、消防电梯、
垂直交通等标准提出明确要求，比
如，工业楼宇首层层高不应低于 6
米，每幢工业楼宇应至少设置两台
2 吨载货电梯，工业楼宇机动车停
车位标准不应低于 0.5 车位/100 平
方米等。

定制方案则充分考虑了企业的
特殊需求。江北国资收购打造的金
山智造园通过招商，与建设同步规
划、同步推进、同步实施，在规划
设计之初就对接宁报数字出版印刷
基地项目，有针对性地调整层高、
空间布局等建筑参数指标，实现与
企业数字出版、绿色印刷、智能仓
储等生产需求的适配。

目前，金山智造园有 15 幢不
同层高的标准厂房和定制厂房，并
建了一幢 3.8 万平方米的生活配套
楼宇、约 3 万平方米的地下停车场
和 3.1 万 平 方 米 的 屋 顶 太 阳 能 光
伏，可满足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

“拎包入驻”需求，预计集聚规上
企业 30 家以上，年产值可从 1.3 亿
元提升至 20 亿元，亩均税收从不
到 10 万元提升至 70 万元。

链式吸引项目，“企业
集聚”变“产业集群”

空间腾出来了，产业“活水”
才能源源不断地流入。一批“小而
美、专而精”的企业不断提升产业
空间的“绿新高”浓度。

去年，江北区新兴产业服务中
心通过政府牵头收储，对长阳路 518
号地块进行了重新规划，分割出让，
现阶段引进的 6 个优质制造业项目
均为“专精特新”、智能制造企业。

蓝野医疗投资建设的年产 5 万
套数字化口腔系统生产基地项目、
天基隆投资建设的智能控制阀生产
线及研发和服务中心项目，通过生
产全过程数字化应用，实现资源动
态配置优化、产品质量管控提升；
研森电子的年产 1000 万件不锈钢
智能咖啡机面板制造项目，聚焦家
电领域细分专业赛道，跑出传统生
产力转型升级发展“加速度”⋯⋯
低效工业用地摇身一变，成为高效
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加速成为
产城融合现代都市工业园区。

在 该 地 块 的 南 面 ， 还 有 3 幢
K、L、W 形态的楼宇特别引人注
目，这里是柯力传感自主打造的宁
波 （江北） 传感谷示范产业园。

3 层楼高、建筑面积 7 万平方米
的老旧厂房经过 3 次增容提质改造，
已经建成物联网、人工智能、数智装
备 3 幢工业大厦，近期计划新开工 1
幢 工 业 大 厦 ， 容 积 率 从 1.3 提 升 至
3.37，入驻企业近 500 家。

据柯力传感相关负责人介绍，传
感行业细分市场规模小、单一品类市
场有限，单靠一家企业很难做大做强。
通过空间的扩容，让产业链上下游中
小企业集聚起来，像精心培育幼苗一
样，该培土时培土，该浇水时浇水，该
施肥时施肥，终能长成参天大树。

目前，园区的“树苗”已经覆盖
传感器、模组、材料、智能装备、软
件、应用、服务、集成等八大垂直产
业 链 ， 逐 渐 形 成 “ 传 感 器 产 业 森
林”，2023 年产值近 20 亿元，柯力传
感产业集群入选 2024 年度国家级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近年来，江北已经摸索出一套流程，
让产业“能上楼、上好楼”。“下一步，江北
将继续深化推进‘二次开发’，系统优化
工业上楼规划体系、标准体系、政策体
系、服务体系，边实践边优化政府收储开
发、国资收购开发、企业自主开发、村级
物业连片开发等多种模式，走好都市工
业高效高端高能级发展之路，为全市乃
至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
撑。”江北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

以工业上楼塑造都市工业新优势江北
深耕细作于“方寸之间”

■未来宁波渔业要向高端品种培育、水产品精深加工等方向转型，这也契合高集约化、

高附加值的“都市农业”发展趋势

■渔业新质生产力涉及方方面面，但是背后的逻辑只有一个——创新驱动

■宁波的渔业科技工作者要在全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围绕区域特色品种，答好苗

种“扩繁”和“选育”两张考卷

■卖种比卖产品更赚钱，要研发良种培养的技术，同时应用于产业，将来把宁波打造成

一个现代化种业基地

记 者 何 晴 沈天舟
通讯员 周 娟

记者：下一步，宁波应如何更好地培育渔业新
质生产力？

林志华：宁波的现代渔业发展已经形成了鲜明
的地方特色，下一步，我们需要以大食物观为引
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渔业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
需要，补短板、强优势、促提升，发展渔业新质生
产力。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大力搭建创新平台。目前，在渔业领域，
宁波大学、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
三家研究单位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体系并相互
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生态。未来，我们需要以创
新平台为基础，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
关及成果转化，有力推动宁波渔业高质量发展。

浙 江 万 里 学 院 在 这 方 面 早 已 谋 篇 布 局 。 2018
年，浙江万里学院联合中国海洋大学，在宁海县政
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并聘
请包振民院士担任首席专家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2023 年，包括实验室、教育培训综合楼、生活
配套设施在内的一期工程建成投用。

二是积极培育人才。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是
第一资源。放眼全省，设有水产养殖专业的高校招
生每年不足 200 人，而在渔业生产一线，受过高等教
育的专业技能人才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2024 年，
浙江万里学院牵头成立宁波现代农学院，新设水产
养殖专业，着力提升水产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

我们要推动渔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
养，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持续激发广大渔业科技工
作者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热情与活力。同时持
续做好渔业科普工作，壮大高素质新型渔业劳动群
体，为渔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渔业现代化建设注入创
新活力。

三是强化区域特色品种培育。宁波的渔业科技
工作者要在全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围绕区域
特色品种，答好苗种“扩繁”和“选育”两张考
卷。经过多年的深耕，宁波形成了很多具有地方特
色的优质品种，比如岱衢族大黄鱼、三门湾青蟹、
长街蛏子、西店牡蛎、慈溪泥螺等。这些品种是我
们努力要去研发的。卖种比卖产品更赚钱，我们要研
发良种培养的技术，同时应用于产业，走高端精品发
展之路，将来把宁波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种业基地。

包振民院士曾对我们提出“顶天立地”的要
求，即理论创新要高水平，技术研发要接地气，最
终要把服务产业作为落脚点，希望与大家共勉。

记者： 我 们 查 阅 资 料 发
现 ， 历 届 范 蠡 学 术 大 会 均 以

“科技创新促进渔业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其用意是什么？
您认为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是什么？

林志华：历届范蠡学术大
会的主题都是“科技创新促进渔
业高质量发展”，彰显科学技术
在促进渔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回望过去，中国现代渔业
的发展历经数次科技创新的浪
潮。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海
带养殖向南方拓展，到七八十
年代对虾养殖风靡全国；从九
十年代贝类养殖的兴起，到本
世纪初海水鱼养殖蓬勃发展，
每一次渔业领域的飞跃进步，
都极大地丰富了国人的餐桌菜
品，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
入动力。

未来，我国渔业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不应单单是渔获数
量的增长，而是产量与质量的

双提升。要实现这一目标，离
不开对渔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渔业新质生产力涉及方方
面面，但是背后的逻辑只有一
个——创新驱动。比如，通过
基 础 理 论 研 究 发 现 生 命 规 律
后，我们运用创新技术实现对
环境、生物的操控和改善。又
比如，在人工养殖水产品的产
量和质量提高后，我们通过创
新精深加工方式来提升产品的
附加值。

从养殖这一层面来看，水
产种业作为源头，是引领渔业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水产
种业的发展，经历了从天然采
捕到人工驯养，再到人工改良
的不同阶段。如今，性状改良
的技术手段不断进步，我们可
实现的目标也越来越多。以宁
波人钟爱的大黄鱼为例，过去
只能靠传统的选择育种方式来
获得我们想要的种苗，历时漫
长；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生物技
术 提 高 选 育 对 象 的 盐 度 耐 受

度、高密度养殖耐受度、低温
耐受度等，种苗选育时长大大
缩短。

目前，宁波种质创新、规
模化人工繁育等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全市水产苗种生产
能力超 400 亿单位，可繁殖品
种 50 余 个 ， 产 业 化 品 种 20 余
个，选育出岱衢族大黄鱼“东
海 1 号”和“甬岱 1 号”、缢蛏

“甬乐 1 号”“甬乐 2 号”、文蛤
“万里红”等新品种 11 个。围
绕龟鳖类动物性别决定和分化
机制基础研究，在全球权威杂志

《Science》（《科学》） 上发表论
文 2 篇。

展望未来，技术创新和设
备 升 级 也 将 成 为 发 展 渔 业 新
质 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目前，
宁波建成的国内首家全数字化
养 虾 工 厂 和 首 个 鲑 鱼 RAS 陆
基养殖基地、全省首个深远海
半 潜 式 养 殖 平 台 “ 东 海 1 号 ”
等在渔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A 范蠡钱湖渔歌，奏响宁波渔业逐梦华章

创新驱动大发展，抓牢水产种业关键核心B

浙江万里学院校长、中国
水产学会常务理事林志华。

（沈天舟 摄）

深远海半潜式养殖平台深远海半潜式养殖平台““东海东海11号号””。。（（象山县传媒中心供图象山县传媒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