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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郑瑞洋
通讯员 陈汉琳/文
连江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福州晚报讯 幼儿园分大班、
小班，海里的鲍鱼苗也要“分班”。
小寒节气以来，中国鲍鱼之乡连江
县迎来鲍鱼分苗季。这里的20亿
粒鲍鱼苗开始“分班”。

据了解，福州鲍鱼的产量占全
国的二分之一，而连江鲍鱼的产量
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鲍鱼分苗必
须在寒冷的天气里进行，一般要赶
在气温、水温上升之前完成，否则
会导致鲍鱼死亡。近日，在连江县
下宫镇初芦村鲍鱼养殖渔排上，渔
民们开盖、分拣、投饵、关盖、下水，
熟练地将鲍鱼一一拣出，并根据它
们的个头大小，放入相应的“班
级”。

据鲍鱼养殖户介绍，分苗是为
了给鲍鱼更大的成长空间，便于鲍
鱼规格养殖，提高成活率和养殖效
益，实现在不同时期上市销售。当
地的鲍鱼按照规格大小分为两档：
直径大于5厘米的为一档，是“大
班”鲍鱼苗，预计今年端午节前后
上市；直径小于5厘米的为二档，
是“小班”鲍鱼苗，预计明年春节前

后上市。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渔民

们一改以往人工撬苗的做法，而是
将养殖笼直接放入分苗剥离剂中
浸泡，让鲍鱼从笼中自然脱落，节
省了分苗作业的时间与人工成本。

“以前分苗工作大概需要1个
月时间，现在采用健康无害的分苗
剥离剂，20多天就能够完成，还能
有效降低鲍鱼的损耗率。”下宫镇初
芦村鲍鱼协会会长吴让华介绍说。

据悉，初芦村是下宫镇鲍鱼养
殖的大村，其养殖面积有280多公
顷，共有150多户鲍鱼养殖户，养
殖鲍鱼约3.5亿粒，年产值4亿多
元。

眼下，连江县约20亿粒鲍鱼
苗正在进行分苗，全县养鲍面积
2.2万亩，预估产量将超过 5.5万
吨。

■记 者 王光慧
通讯员 陈品洪 陈岚/文

彭涛/摄

福州晚报讯 近日，知名影
视演员李若彤在她的抖音和小
红书账号上分别发布了一条

“跟着李若彤吃遍福清小吃”短
视频，点击量很高。该视频还
一度登上抖音热榜福州榜热门
话题TOP4。不久前，李若彤还
与爱心人士一起向福清一中观
溪校区捐赠了一批图书和设
备。

在福清拍视频当天，李若彤
从利桥古街出发，开启了福清美
食之旅。她品尝了光饼、海蛎
饼、扁肉等特色小吃，分享了自
己的心得，并向观众们推广福清
的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

李若彤品尝的第一种福清
小吃是光饼。光饼是传统小吃，
有“经典版光饼”和“紫菜肉馅光
饼”。李若彤觉得后者口感香
脆，更喜欢。她还向大家讲述了
戚继光与光饼的故事。

“来福清，一定要吃海蛎
饼。”李若彤品尝的第二种小吃

是海蛎饼。海蛎饼也是传统小
吃，以新鲜海蛎为主要原料，搭
配上紫菜、包菜、肉，裹上稠稠的
米浆入油，油炸而成。李若彤意
犹未尽地说：“一个还不够吃！”

她品尝的第三种小吃是扁
肉，她感觉在扁肉汤中加醋调
味，会更好吃。

另据了解，去年11月，李若

彤在福清发起了主题为“彤享书
香，与你同行”的公益图书捐赠
活动，携手爱心人士向福清一中
观溪校区捐赠了一批图书，以及
图书馆全套设备。

这些图书包括中国哲学、红
色经典、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世
界名著、漫画小说、人物传记、外
文、考试辅导等种类。

李若彤为福清小吃代言
还捐赠图书给当地学生

连江20亿粒鲍鱼苗分班养殖
“大班”预计端午前后“毕业”

■记 者 郑瑞洋
通讯员 颜园金

福州晚报讯 福州向海图强，
大力发展蓝色经济。1月5日至6
日，台湾海洋大学、福建农林大
学、闽江学院、福州大学等高校的
专家学者以及马祖有关代表，赴
连江考察海洋经济，寻求渔业等
方面的合作。

两天时间里，台湾海洋大学
原校长张清风等一行，实地走访

了“泰渔1号”深远海生态养殖平
台以及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
基地。

据了解，台湾海洋大学在海
产养殖、海洋工程与科技等领域
的研究颇有建树。福州在连江
投放了 11台（套）深远海养殖平
台，投放量、投产数均是全国第
一。两岸何不“强强联合”？在
深远海养殖合作交流座谈会上，
双方围绕“海洋经济发展”“海洋
生物科研合作”“深远海养殖产

业发展”等话题分享观点、交换
意见。

“双方资源互补，合作空间
巨大。”张清风表示，台湾海洋大
学马祖分校在海洋工程、海洋生
物科技、海洋经营管理等领域有
深入研究，这与连江依托全国第
三个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打造海
洋生物、海工装备、数智渔业三
个科创高地的谋划十分契合，希
望两地能够加强学术交流，在科
研实验、产业开发、青年人才培

养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希望将来可以整合台湾海

洋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
学以及闽江学院等高校的科研
资源，共同成立海洋生物科技闽
台合作实验基地。”与会代表提
出了这一设想。对此，福建农林
大学海洋学院院长陈新华表示，
借助闽台合作实验基地，能够推
动两岸专家进一步交流，实现在
海水健康养殖、种苗培育、海产
品精深加工等更多领域携手并

进。
“两岸高校在海洋科学研究

上各有所长，水产业也处于一种
互补的状态，具有互利共赢、融合
发展的巨大潜力。”被称为“大黄
鱼之父”的刘家富建议，两地积极
探索深远海立体式生态养殖模
式，开展鱼类、贝类、藻类多品种
养殖，寻找培育适合福州马祖两
地养殖的“当家品种”，形成品牌
效应，有助于推进两地渔业产业
化发展。

两岸专家学者在连江考察海洋经济
或将共建海洋生物科技闽台合作实验基地

▲李若彤（中）和学
生们一起搬运书籍。

直径大于5厘米的鲍鱼。

◀李若彤拍视频
向观众们介绍福清小
吃（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