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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水产养殖，近年来，南美白对虾、大闸
蟹、罗非鱼等南方水产品在我市被越来越多的
养殖基地成功养殖，并且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效
益。

而绛县南樊镇槐泉村小伙赵帅却另辟蹊
径，大胆选择从南方引进鸭嘴鱼进行养殖。历
经多年的不懈尝试与探索，如今，他终于成功摸
索出一套完整的养殖模式，为“南鱼北养”大家
庭增添了一名新成员。

日前，记者前往绛县，深入探寻原产于南方
水域的鸭嘴鱼在这里的独特“定居历程”，倾听
其背后那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养殖故事。

步入社会
开启鸭嘴鱼养殖路

乘坐摆渡船缓缓驶向位于水库中央的鸭嘴
鱼饵料配比实验区。当我们站在木栈道上时，
入目是一片宽阔而又平静的水面，偶尔，能听到
某片水面上“咕嘟”一声，然后冒出几个泡泡，仿
佛是这片宁静水域的轻声呢喃。

几名工作人员齐心协力一网捞上来几条大
鱼。网中的鱼儿奋力扑腾着，充满了活力，那独
特的身形配合着占了身子近一半的长长的嘴
巴，别具一番魅力。在工作人员的示意下，我们
伸手抚摸，发现鱼的外皮十分光滑，原来它并没
有鱼鳞。

“这就是鸭嘴鱼，又名鸭嘴鲟。它的嘴很
长 ，吃 食 的 时 候 ，都 是 肚 皮 朝 上 ，吃 完 又 翻 过
来。”赵帅介绍，这是去年 5 月份投放的一批鱼
苗，现在大点的已有一两公斤，小点的也有七八
两了。这种鱼无鳞无刺，全身只有一根软骨，目
前在本地还没有其他人养殖。

创 业 项 目 那 么 多 ，为 什 么 要 选 择 水 产 养
殖？水产品那么多，又为什么要选择“小众”的
鸭嘴鱼来养殖？望着眼前的一潭清水，赵帅打
开了话匣子。

出生于 1988 年的赵帅，从运城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园艺专业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彼时，面
对父亲承包了十多年却被闲置的灌溉水库，他
陷入了沉思，一心琢磨着在里面养些什么，既能
让水库物尽其用，又能开启一份全新的事业，为
自己的人生开辟出一条别样的道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赵帅在手机上看到苏州
有一个养殖基地养殖鸭嘴鱼。画面中那鲜活的
场景、可观的效益，瞬间让他心动不已。于是，
2016 年 5 月，他和朋友一同前往苏州考察。在参
观了养殖基地，亲眼看见了鸭嘴鱼小苗，又品尝
了鸭嘴鱼后，顿觉其美味且富有特色。他认定，
在家乡养殖鸭嘴鱼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周边城
市都没有养殖此鱼种的，形成不了竞争压力。
只要养成功，最起码能领先别的地方 10年。

“养殖基地的老板为了获利，也声称这个鱼
好养活，适应性强，效益也十分可观。由于大家
都没见过鸭嘴鱼，我们没有丝毫犹豫，以每条 7
块钱的价格一下子购入了 3 万尾鱼苗。”怀揣着
创业梦的赵帅等人，很快便将这 3 万尾鱼苗从苏
州空运到了运城。他和朋友开着 3 辆轻卡车，将
3万尾鱼苗直接投放到了水库里。

刚刚走出校门，又初次涉及养鱼领域，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赵帅，把挣得第一桶金的希望全
部压在了这个平时占地 150 亩、汛期占地近 200
亩的水库之中。

一波三折
养殖路上困难重重

创业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赵帅的鸭嘴
鱼养殖之路也充满了坎坷和挑战。

2016 年，赵帅在第一批鱼苗投进水库 10 天
左右后，发现原来并没有任何水鸟的水库，竟飞
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水鸟，到了晚上，还能听见水
里传来的“扑通、扑通”声。这让他很纳闷：“难
道投放了鱼，水库的生态环境也变好了？”

赵帅并没有把这种情况放在心上，因为经
销商没有提过这些，对方只说多观察，只要鱼在
水上吃食就是正常。他每天驾着水筏子撒饲
料，都能看到有鱼在吃食。

很 快 到 了 年 底 ，到 了 见 证 收 益 的 关 键 时
刻。赵帅邀请了河南专业的捕捞团队前来。然
而，令他大失所望的是，捕捞人员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却仅仅捞上来 6 条鱼。面对赵帅的质疑，

捕捞人员解释道：“兄弟，你的鱼没有问题，我的
捕捞方法也没有问题。这类鱼通常只在水的中
上层活动，不会钻泥。没捞出来更多的鱼，那就
说明水里确实只有这么多了。”在赵帅的一再要
求下，对方加密渔网又捞了一遍，也仅仅捞上来
一条漏网之鱼。

赵帅傻眼了：鱼苗花费 20 余万元，饲料投入
7 万多元，再加上近万元的捕捞费用，辛苦忙碌
了一年，最终却只养成了 7 条鱼。他痛定思痛，
开始总结教训，原来，鱼苗投进水库后，并非如
他最初所想是生态环境变好引来了水鸟，也不
是水鸟在吃水库中的野鱼，而是那些水鸟在大
肆吞食他投放的鱼，平均一晚上会吃掉几百条
鱼。这是因为小鱼只会在水面上游动，根本不
会沉到水里去。

苏州经销商得知后，也很着急，他说：“兄
弟，你投鱼苗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盖网呀。要先
把鱼苗投到小池塘里，用网罩起来，等鱼长到 20
公分后，再投到水库里。”

这次养殖以赵帅学会了鸭嘴鱼的多种吃法
而告终。

2018 年，吸取教训的赵帅在几个朋友的鼎
力支持下，在经销商补贴了 1 万条 20 公分长的
鸭嘴鱼的情况下重新启航。2019 年年初，这批

鸭嘴鱼养殖成功，共产出 2.3 万公斤鱼，经销商
以每公斤 70 元的价格全部买走。赵帅终于从跌
倒的地方爬了起来，尝到了创业成功的甜头。

但创业道路上，风险无处不在。
2020 年年初，又一批鸭嘴鱼养殖成功了，却

因为疫情运不出去。
“鱼在塘里因为缺氧造成厌食，变得很暴

躁，在水里乱游乱蹭。鸭嘴鱼身上蹭破皮，如果
消炎不及时就会传染给其他鱼，挨谁传染谁。”
赵帅说，但因为交通不便，鱼生病后，药却运不
过来，导致这批鱼全军覆没。

近 2 万公斤的鱼就这么没了，即将到手的丰
厚回报也化为泡影。赵帅和几个朋友心疼不
已，抱头痛哭。在这巨大的损失面前，大家都深
感无奈。

这次事件之后，赵帅气馁至极，不想再养鸭
嘴鱼了。

坚定信心
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颓废了很长时间，赵帅慢慢从这次失败的

阴霾中走了出来。在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的情况
下，他重拾心情，又找朋友借钱，准备把荒废的
鱼塘重新拾掇起来。

他说服朋友的理由很中肯：“咱们之前养殖
其实是成功的，只是因为大环境中的不可抗因
素才导致失败。只要我们提前把所有可能出现
的状况都扼杀在摇篮里，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大
的问题。”

几个朋友被他打动了，他们纷纷把家里卖
山楂的钱都拿出来，大家一起凑了 90 多万元。
随后，他们再次外出考察。他们发现，在苏州、
宜昌、宜宾等地，鸭嘴鱼养殖技术比较成熟，几
乎每个养殖基地在疫情这几年都没有意外发
生，因为鱼运不出去，就一直养着，每条鱼都已
经养到了 7公斤。

考察回来后，赵帅和朋友们把搞养殖的后
路反复研究了一遍又一遍：万一又碰到大灾怎
么办，大、小鱼怎么过冬，鸟吃鱼问题怎么避免，
2 公斤左右的鱼在当地比较好销售，可 2 公斤以
上的大鱼该卖到哪里呢？最后他们决定，这次
养殖，一是要规范，将饲料、药品等所需物资都
提前准备好；二是要找好销路。

经过多方打听，他们得知南方的养殖基地
把大鱼全卖到吉林长春一带，那边只收购 4 公斤
以上的鱼。于是，他们通过多方联系，最终与东
北等地区建立了长期的供货关系。

谨慎起见，2022 年，赵帅特意用矿泉水空瓶
装了七瓶水库里的水，前往南方化验水的 PH
值，最终得到了“水质很好，养鱼绝对没问题”的
结论。同时，为了更加保险，赵帅决定除了继续
养殖鸭嘴鱼外，再增加两种鱼，即淡水石斑和臭
鲑鱼。

就这样，考察、观望、准备了两年，赵帅把养
殖过程中潜在的所有风险摸清，把所有问题都
考虑清楚后，2022 年冬，他又订了 3 万尾鱼苗。
通过分批次压茬投放鱼苗的养殖方式，和南方
的养殖基地错开了成熟时间。

今年 6 月，赵帅又在绛县县城东边，投资了
一家鸭嘴鱼火锅店，专门推广鸭嘴鱼。火锅店管
理人员李志敏介绍道：“店里生意挺好。鸭嘴鱼
的主要吃法是把鱼切成片在火锅里涮着吃，很
多人在尝了后都觉得很好吃。每天早上他们都
会到水库去捞鱼，店里一天能卖二三十条鱼。”

“现在，淡水石斑和臭鲑鱼的鱼苗也都预订
了，今年腊月小鱼苗就回来了。”赵帅说，他要通
过养殖，把农文旅结合起来，在提高村民幸福指
数的同时，也提高他们的收入。

2021 年冬，赵帅当选槐泉村村委会主任。
考虑到村里长远的发展，他依托水产养殖基地，
制订了一个完整的打造生态农庄的规划方案。
生态农庄将位于本村的郡马府、晋献公墓等文
化遗产连接起来，打造出一个集农业生产、生态
旅游、休闲度假、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
农业示范养生度假胜地，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协同增长。

“我们通过水产养殖、饭店，以及农文旅融
合生态农庄的打造，已带动了本村及周边 30 人
至 50 人就业。”赵帅介绍道，最近，他们已经开始
建设生态农庄的休闲环湖木质道路和跨湖玻璃
栈道，下一步，他们会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不断完善农庄建设，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

鸭嘴鱼鸭嘴鱼 谱写谱写““南鱼北养南鱼北养””新篇新篇
本报记者 范 娜

本报讯（记者 余 果 通讯员 赵阳飞）金
秋送爽庆丰收，瓜果飘香笑开颜。眼下，正是各种
瓜果大量上市的季节，河津市赵家庄街道史恩庄
村李玲种植的“阳光玫瑰”也喜获丰收，累累硕果
不仅“甜蜜”了初秋，也“串”起了果农们的致富增
收路。

近日，走进李玲葡萄园，只见绿油油的葡萄架
下，套了袋的“阳光玫瑰”垂挂枝头。李玲和家人
们穿梭在藤蔓间，采摘已经成熟的葡萄，然后进行
分拣、称重、打包、装箱，勾勒出一幅生动迷人的田
园丰景图。种植户李玲说：“为了保证阳光玫瑰的
品质，我们一直采用的是农家肥、避雨棚、套袋模
式。今年的坐果率还是很高的，我们把亩产量控
制在 2000 斤左右，更能保证葡萄的商品性，目前
我们采用的销售模式是线上线下同步进行，每天
的销售量有 500多斤”。

据了解，李玲 2022 年投资 20 余万元种植 5 亩
多葡萄，主打“阳光玫瑰”这一品种。据李玲介绍，

“阳光玫瑰”这一葡萄品种，需要生产、种植全过程
精细化管理，她采用有机肥种植、控产提质、病虫
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确保每一颗葡萄都能在
最适宜的环境中自然成熟，达到最佳的口感和品
质。今年是葡萄园第一次满园挂果，产量和品质
十分喜人，开园后，一公斤零售价在 16 元左右，收
益十分可观。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近年来，河津
市狠抓农业产业发展，按照“一村一特色”的发展
思路，积极鼓励引导各村依托自身资源优势，通过
集体经济组织、水果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形
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种植桃、梨、葡萄等水
果，大力发展“花果经济”，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
渠道，打造一条“甜蜜产业链”，带动更多村民走上

“甜蜜”致富路。

河津：
阳光玫瑰“串”起
“甜蜜生活”

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秘鲁……在今年
出境游的热潮中，我市果品也“跻身其中”。近
年来，我市积极拓宽果品销售市场，使运城水果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目前，我市水果已出口
76 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稳定在 30 万吨，果
品出口量连续 10年占到全省的 80%以上。

国家税务总局运城市税务局（以下简称“运
城市税务局”）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持续创
优果业提档升级税收工作环境，加快推进果业
转型升级，支持果农致富、果企成长、果业发展，
助力运城果品的“环球之旅”。

减负减压
助力海外市场扩围

万荣苹果，万里飘香。从万荣果农探索创
造优质的苹果生产十大技术、十八道工序到演
绎出品牌价值核心“一个快乐的苹果”，彰显的
是万荣苹果产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万荣县
税务局聚焦产业变化，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优化纳税服务举措，全面落实惠农利企税收优
惠政策，持续助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
亮“万荣苹果”金字招牌。

“今年 1-8 月份我公司累计出口各类水果
约 249 吨，总价值约 360 万元人民币，在美国的
万荣人也能吃到家乡的苹果了。”万荣县华荣果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新建自豪地说，“随着出口
规模的扩大，资金周转的压力凸显，税务干部主
动问需求、讲政策、退税款，前些天到账了出口
退税 49万余元，有效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在平陆县金童果业专业合作社果品包装
区，工人们忙着将水果装箱、上磅，一辆辆满载
水果的运输车辆来来往往，一派繁忙紧张的场
面。

金童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08 年，主要
从事水果及果树授粉用花粉的生产、加工、销售
与果品出口等业务，在常乐、张村、杜马、圣人涧

等乡镇培育出口果园 7 个，是该县 25 万亩果品
基地的产后配套企业之一。

近年来，为助推外贸企业蓬勃发展，平陆县
税务局优化出口退税服务，通过微信、电话等方
式，及时建立“果品企业服务直通车”，点对点为
企业辅导相关税费支持政策，一对一解决企业
涉税疑难，全方位、多举措满足企业的涉税需
求，形成企业有需求、税务有回应的互动机制。

“税务部门的服务不仅让我们果品出口企
业收获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真金白银，也增强了
我们出口贸易的信心。”金童果业专业合作社法
人代表赵莲介绍说，截至目前，合作社出口业务
辐射美国、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印
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果品 30
多万吨。

精细服务
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前不久，位于临猗县耽子镇的山西皓美果
蔬股份有限公司荣获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
称号，成为全市果蔬类企业中唯一获此殊荣的
企业。

该公司是一家集果品收购、贮藏、包装、出
口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司，与山东多家出口公司
合作，年出口各类水果 3 万余吨，销售额突破 2
亿元，出口国家 20 多个，通过将果品精准分类，
统一质量，统一包装，利用冷链运输，让临猗水
果踏上征程，走向世界。2022 年，公司实现自
营出口，给当地果农创造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带
动行业同步发展。

“之前因为漏报了财务报表，导致我们的纳
税信用等级降成了 B 级，多亏了税务局提醒，我
们及时补救，亡羊补牢，修复了部分信用。”皓美
果蔬负责人杜红羌说，“得益于征纳互动平台精
准推送，我们这两年再忙也记得按期报税，信用
等级又升级到了 A 级，最终顺利申请成为 AEO

高级认证企业！”
近年来，临猗县税务局持续做优做细定制

服务，建立企业发展成长档案，紧密跟进经营现
状，让企业充分体会全面周到、接诉即办的贴心
服务。开通出口企业办税绿色通道，建立一站
式服务平台，集中处理出口退税事宜，优化部门
内部沟通协作，不断简化出口退税流程、缩短审
核时限，支持企业更好发展。

在临猗县姚海霞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分
拣车间，浅黄的酥梨、红彤彤的苹果、粉嫩的桃
子绘就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在这偌大
的空间里，三轮车来回穿梭，分拣好的果实被有
序地转运，整个场景充满了活力与热情。

据了解，这里收购的酥梨都是给出口公司
准备的，个个汁美味甜。“从事果品代收工作以
来，我们在开票、报税上基本上没有遇到太大的
难题。税务局的同志们每隔两个月都会在镇上
举办政策大讲堂，解决了我们很多困惑。”合作
社理事长姚海霞说道。

据了解，为更好助推果业发展，运城市税务
局精准聚焦特色产业办税需求，深入企业，建立
点对点服务机制，辅导企业进行税务登记、出口
备案、出口退税申报系统操作，宣传辅导相关税
费优惠政策，解答企业疑问疑惑。同时，靠前站
位，对出口贸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涉税风险进
行评估，为纳税人提供全面细致的经营建议。

“搭桥修路”
凝聚合力合作共赢

我市果品销售主要有三种渠道，一种为果
农直接对外销售，一种为果农以合作社的形式
将果品对外销售，另一种则是将果品出售给当
地果品加工企业，再由其加工后对外出售。据
统计，果品加工制造业贡献税收占比超 68%，是
运城果业产业集群的核心力量，也是撬动产业
集群发展的重要支点。

为进一步将果业培育成农民增收致富的大
产业，运城市税务局聚焦水果产业现状，以扶持
果品加工制造业为突破口，出台《支持服务果业
果品果农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创新推出十二
项举措，进一步规范统一果业涉税管理机制，以
更优的服务，大力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提高
产业集群抵御风险能力，做强“运城水果”品牌。

梅廷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霍尔果斯市一家商贸公司的经理。今年，
他与新绛县万安仙果品专业合作社签订了长期
供货合同，从 4 月份就来到新绛县收购油桃，销
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
地区。“万安油桃外贸出口我们已做了 10 多年，
今年每公斤油桃要卖到 1.6美元。”梅廷云说。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拥有霍尔果斯、都拉塔、木
扎尔特等国家一类口岸，其中霍尔果斯更是运
城水果出口的重要通道，两地在水果产业方面
一直开展着广泛合作。为进一步推动运城水果
产业的对外开放水平，运城市税务局早在第四
届山西（运城）国际果品交易博览会上便与国家
税务总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税务局签署了《创
优果业出口税收营商环境合作备忘录》，实现了
信息互换、管理互助，不断加强两地税收共治，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运城水果”走出国门夯
实道路。

“税务部门与海关、检疫等部门联合，搭建
了‘运城水果’出口信息平台辅助平台，组织专
业人员进行动态分析，为果品购销企业和果农
生产者提供数据支撑，让‘运城水果’搭上‘一带
一路’快车走向世界。”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运城市税务局将抓
住出口贸易不断向好发展的契机，持续优化税
费服务，积极辅导和引导果品企业用好税收优
惠政策，加强沟通交流，强化政策解读，解决问
题疑惑，优化办税流程，让更多运城果品迈出国
门、走出“国际范”。

税惠赋能，助力运城果品“环球之旅”
本报记者 余 果 通讯员 上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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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运城产业新名片

图① 养殖基地
工作人员在合力捕捞
鸭嘴鱼。

图② 赵帅在展
示他们饲养的鸭嘴鱼。

图③ 工作人员
在水库中央的鸭嘴鱼
饵料配比实验区投放
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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