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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鱼丸虽“小”，却有“大”
文章：它既是市民游客的“特色
菜”，也是渔民村民的“致富菜”，
又是马祖乡亲的“乡愁菜”，还是
定西人民的“友谊菜”。

带动渔民就业奏响振兴曲

连江鱼丸久负盛名，在业界
素有“福州鱼丸看连江”的说法，
它也是当地渔民就业增收的重
要渠道。

早在 300 多年前，鱼丸就是
连江黄岐镇居民宴请宾朋的上
等名菜。黄岐鱼丸以新鲜鳗鱼、
鲨鱼为原料，皮薄色洁，鱼鲜肉
香，如同乒乓球一样弹力十足。
黄岐鱼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林禹告诉记者，镇里不少渔民
从事鱼丸加工，经营好的鱼丸店
一年可赚上百万元。

据黄岐镇政府工作人员介
绍，该镇从事鱼丸鱼面等生产制
作的企业、小作坊和个体户共有
30多家，年产值近1亿元。

在“福州第一大村”——连
江晓澳镇百胜村，生产鱼丸等产
品的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
司，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助力曾
经的贫困村奏响振兴曲。

牵手定西土豆续写山海情

定西，中国马铃薯之乡，土
豆资源丰富；福州，中国海洋美
食之都，鱼丸等鱼糜制品需要土
豆。

一个是定西特产，一个是福
州特产，可否让两者“联姻”，既
解决土豆销路问题，又提升鱼丸
口感呢？早在2018年，通过东西
部扶贫协作，来自定西市陇西县
的土豆淀粉销往连江，被用于制
作福州鱼丸。这次“山海互动”，
创造了“消费＋产业”扶贫的“福
州模式”。

“我们每年都会从定西购进
500 吨左右的土豆淀粉，用来加
工成福州鱼丸。”福州百洋海味
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公
司还先后吸纳了 30 多名陇西贫
困户进厂务工。

今年，福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与定西市开展东西部合作，在连江
县新洋村打造“黑金刚”试种基地，
从定西引进名优特土豆品种，福州
鱼丸与定西土豆再续前缘。

两岸共制鱼丸架起友谊桥

连江马祖一水相连，血肉相

亲。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交往
的不断深入，连江和马祖职工以
鱼丸为纽带，架起了一座友谊
桥。

2019 年 3 月，来自连江与马
祖的400多名职工代表齐聚琯头
镇，开展了以“传承工匠心，共叙
两岸情”为主题的职工鱼丸制作
友谊赛暨民俗文化交流活动。
双方还签订了《连江—马祖两地
职 工 技 术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协 议
书》，联合打造鱼丸制作等高质
量劳动竞赛。

“鱼丸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子子孙孙都应传承下去，发扬光
大。”马祖乡亲陈昱荣曾在接受
采访时说。

同年 11 月，马祖乡亲曹常
斌入选福州市第四批非遗项目
（连江黄岐鱼丸制作技艺）传承
人。

据马祖有关人士介绍，鱼丸
是马祖澳两岸最厚重的乡愁记
忆，马祖鱼丸制作技艺一度面临
失传，随着“黄岐—马祖”客运航
线的开通，两岸将携手共同发展
鱼丸产业，这座友谊桥将越来越
宽。

（郑瑞洋）

【福州晚报讯】 5日，2021海
峡（福州）渔业周·中国（福州）国际
渔业博览会和第二届中国食用菌
产业博览会，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圆满落幕。

本届活动，收获满满：渔博会
现场零售额 9247 万元，经贸配对
额 6.89 亿元；菌博会现场零售额
2774万元，经贸配对额2.07亿元。

收获一
打造市民“山海购物节”

本次活动，为福州市民打造了
“666”形式的“山海购物节”——渔
博会的海鲜食材展区等6大展区，
鱼丸节、鲍鱼节、金鱼文化节等 6
大主题活动，以及菌博会的中国食
用菌主产区、山珍海味品鉴区等6
大展区。

渔博会购物大军中，不少是一
家人一起来的——大人拎着五六
个购物袋，老人拉着买菜的小推
车，小孩嘴里吃着、手上拿着，买的
多是鱼丸、鲍鱼、海带等福州特产。
菌博会同样热闹。福州食用菌馆
集中展出秀珍菇、绣球菌、灵芝、牛
樟芝等福州优势食用菌产品。可
体验百种菌菇生长环境及制作过
程的“百菇部落”，成了热门打卡
地。

收获二
打响“福州鱼丸”品牌

本届鱼丸节共吸引14家鱼丸
企业参加，推出了鱼丸品鉴、鱼丸
传统文化展示、品牌推介等活动，
进一步打响了“福州鱼丸”这个品
牌。

活动现场，为市民打造了一个
“鱼丸大观园”——从传统鱼丸到
“黄金爆丸杯”网红鱼丸，再到畅销
外国的企鹅型墨鱼丸等，产品琳琅
满目。

在“千人火锅大家尝”活动现

场，品尝鱼丸的群众排起了二三十
米的长队。“几十年了，就好这一口
福州老味道。”排队的陈依伯说。

“跟往年相比，来谈合作的人
多了，其中一家打算采购 1000 万
元的鱼丸产品，比往年增加了一
倍。”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滕生凎告诉记者，公司要积
极参加全国各地展会，力争4年内
实现鱼丸产值超过1亿元。

“公司鱼丸已销往五大洲，占
福州鱼丸出口市场的七成。”福州
旭煌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公
司今年争取实现产值 1.3 亿元，在
全球打响福州鱼丸品牌。

5日，举行了水产加工品参展
企业“金奖产品·金奖企业”颁奖仪
式，产生了 98 家“金奖企业”、207

个“金奖产品”，包括多个鱼丸加工
企业和鱼丸产品。

收获三
搭建“山海经济新平台”

本次渔博会和菌博会，实现场
馆互通、资源共享、产业共融，共同
打造了“山海经济新平台”，商贸对
接效果显著。

渔博会共吸引来自中国的351
家 企 业 参 展 ，省 外 展 商 占 比 超
40%，展品覆盖了整个渔业水产行
业及周边产业链。据统计，渔博会
现场零售额 9247 万元，经贸配对
额 6.89 亿元；采购商人数达 16386
人；举办“福渔优品”云购节，特别
选取了鱼丸、鲍鱼、海带等福州地
理标志性产品进行直播带货，实现

线上超100万人次关注。
现场进行直播的工作人员介

绍：“鱼丸、鲍鱼、海带等产品很受
欢迎，不少网友点赞福州鱼丸，下
单也多。”

大会还签约了海洋工程、水产
加工、海洋牧场等15个重点项目，
总金额达242.43亿元。

菌博会吸引了罗源秀珍菇、云
南昆明野生菌等十大全国优势食
用菌主产区，有近 300 家企业参
展，累计接待专业参观商 10605
人。

据统计，菌博会重点签约项目
5个，经贸配对额2.07亿元，比上届
增长 63.8%；现场零售额 2774 万
元，比上届增长64.9%。
（郑瑞洋 李锦清/文 林双伟/图）

【福州晚报讯】 “这两天
已接洽了一些出口商。有两家
从事澳大利亚外贸生意的出口
商，与公司就福州鱼丸产品实现
订单合作。”4 日，渔博会鱼丸节
现场，参展商邱贝迪告诉记者这
一好消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
福州鱼丸产业的发展，一些敏锐
的业界经营者瞄准了广阔的华
人华侨市场，迈开掘金国际市场
的步伐。主打外销类产品的福

州旭煌食品有限公司是其中的
佼佼者，邱贝迪便是这家公司的
贸易部副总。

小小一粒福州鱼丸，其实有
着“国际范儿”。邱贝迪说，公司
生产的海鲜鱼丸，是出口的拳头
产品。在北美市场，尤其是纽
约，因当地有着大量的福州乡
亲，海鲜鱼丸可以占到全美同类
产品销量的八成，销售量排名第
一，十分吃香。

近些年，借助国家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公司生产的鱼
糜制品、面米制品和精深加工水
产品等系列产品，参加了柬埔
寨、比利时等“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举办的食品展会。随着公司
的开拓步伐，福州鱼丸走出更加
广阔的国际路线。

除了北美市场外，目前福州
旭煌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已在
大洋洲、非洲、东南亚形成市
场。值得一提的是，公司产品在
获 得 出 口 北 美 市 场 资 质 认 证
FDA的基础上，去年还通过了对
出口食品检验检疫要求极高的
欧盟出口资质认证BRC，叩开欧
盟市场，获准在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葡萄牙等国家销售。

福州鱼丸“全球旅行”的背
后，靠的是过硬的产品质量，这
其中离不开新工艺。

传统鱼丸以猪肉为馅，但出
口到北美及欧盟市场的鱼丸，不
能掺杂一点猪肉馅。为此，前几
年，公司通过与福建农林大学的
合作，研发了获得国家专利的仿
生肉馅食品制作工艺。这项食品
制作工艺，运用到鱼丸生产中，不
仅鱼丸肉馅问题迎刃而解，还成

就了海鲜鱼丸的特色风味。
“海鲜鱼丸虽然馅料是用墨

鱼和鱿鱼制作的，但吃起来，不
仅没有海鲜的腥味，还能吃出肉
味。”在介绍海鲜鱼丸风味时，邱
贝迪如是说。

原先那些主打中国国内市
场的福州鱼丸企业，也谋划在国
际市场闯出新路。百洋食品开
发出一款新鱼丸——无馅料的
墨鱼风味“企鹅丸”，在新加坡、
日本等地广受欢迎。

（李锦清/文 林双伟/图）

【福州晚报讯】 去年，福州鱼丸
年产量 15.7 万吨，年产值达 70 亿元，
年销售额占中国鱼丸市场年销售额的
80%以上。这意味着，全中国每售出5
颗鱼丸，有4颗出自福州。

福州市海渔局介绍，福州市高度
重视鱼糜制品产业发展，从生产线建
设、新产品研发、品牌打造等多方面予
以扶持。目前，福州鱼丸产业已从传
统的小作坊手工制作向产业化、标准
化、规模化生产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
业链，涌现出百洋、御冠等一批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海欣鱼丸等
上市企业。

在品牌打造上，福州鱼丸也取得
了系列成果。福州市海渔局介绍，作
为福州地标性的特色小吃之一，福州
鱼丸先后获得了“10+1”福州市级渔业
品牌和“福建十大渔业品牌”。2016
年，福州鱼丸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商
标。2012年8月，福州获中国渔业协会
授予的“中国鱼丸之都”称号；2018年5
月，福州通过“中国鱼丸之都”复评。

在培育壮大鱼丸企业方面，福州
目前有市级以上龙头企业13家，其中
省级7家、国家级2家，多家企业获得
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福建名
牌、福建省著名商标等荣誉称号。福
州市海渔局在渔业周上已连续7年举
办鱼丸节，通过品牌推介、线下品鉴、
手工展示、文化展示等方式，展示鱼丸
特色，“千人火锅大家尝”“超级鱼丸”
等特色活动，提升了鱼丸品牌影响力。

目前，福州全市共有鱼丸生产企
业50多家，年销售额超亿元的企业6
家，带动产业从业人员 10 万人左右。
随着鱼丸品种不断更新，品质不断提
高，产品覆盖全中国市场，打入国际市
场。 （李锦清）

零售额突破亿元，百万人次线上关注，福州鱼丸“C位出道”

渔博会菌博会收获满满

逛展市民排队品尝“火锅鱼丸”。

中国每售5颗鱼丸，4颗出自福州

福州鱼丸品牌
还要打得更响

福州，中国海鲜美食之都、中国
鱼丸之都。福州人，以海为田，逐鲜
而居，一粒小小的鱼丸，凝结着浓浓
的乡愁。

老福州人
一道特色菜肴

从街巷深处传来“锵锵锵”的清脆
响声，小贩牵行着装有食担的自行车，
食担上装着热气腾腾的鱼丸，无须吆
喝，人们只要听到敲碗声，就知道卖鱼
丸的来了——对于不少老福州人来，
鱼丸是他们的一道乡愁记忆。

“俗话说，没有鱼丸不成席。过
去办酒席，客人都要‘夹酒包’，酒包
中要有鱼丸，个头有小孩子拳头大，

‘夹’回家，切成小块，分给大家吃。”
陈依伯说，鱼丸是福州人过年餐桌上
一道必不可少的特色菜肴，寓意“团
团圆圆，年年有余”。

新福州人
一张小吃名片

“来福州以后逛遍大街小巷，处
处悬挂着大大小小的鱼丸招牌，凸显
着福州特色风味，营造出鱼丸之都的
氛围。我尝过很多家的鱼丸，给我的
感觉是，老品牌鱼丸的口感最饱满，
能尝出鱼肉的纹理，汤底也异于普通
的店铺，有一种浓浓的鱼味。”从龙岩
来福州工作的“90后”蓝女士对福州
鱼丸情有独钟，“希望有福之州的鱼
丸能给我带来运气”。

海外侨胞
一道思乡菜

“对于我们这些海外侨胞来说，
鱼丸就是一道‘思乡菜’。每每回国
探亲、旅游都要拎上几袋鱼丸，或自
己品尝，或拿来送人。以前，鱼丸携
带不方便，我们得用厚衣服包裹着；
现在，福州鱼丸销往海外，我们购买
也方便多了。”连江侨胞陈先生说。

“以前，嘴馋了，却吃不到鱼丸；
这几年，在美国超市就能买到鱼丸
了。”旅居美国的林先生说。

（郑瑞洋/文 林双伟/图）

新老福州人的特色菜肴
海外侨胞的思乡菜

一粒小小鱼丸
凝结福州记忆

匠人展示鱼丸制作过程。

奏响乡村振兴曲，续写福定山海情，架起两岸友谊桥

福州鱼丸“朋友圈”越来越大

凭借新工艺打开北美凭借新工艺打开北美、、欧盟市场欧盟市场

福州鱼丸福州鱼丸““全球旅行全球旅行””

百洋食品开发的无馅料的墨
鱼风味“企鹅丸”在海外颇受欢迎。

福州旭煌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展示两款远销海外的福州鱼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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