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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色彩艳丽、体态优美、游
姿曼妙，被称为“金鳞仙子”。福州
是“中国金鱼之都”，“世界金鱼看
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成为业界
共识。

福州养金鱼历史悠久

福州人在五六百年前就开始
养金鱼。1501年，明代方志学家黄
仲昭的《兴化府志》记载：“金鱼
……近好事者自福州移来始有
之。”1613年，明万历《福州府志》记
载：“金鲫能变幻，可蓄盆中，俗称

‘盆鱼’。”
福州人爱养金鱼，一是因它有

很强的观赏性，人们赋予它金玉
（鱼）满堂、年年有余（鱼）的美好寓
意；二是养金鱼是休闲怡情的好方

式；三是福州原来的民居多为木构
建筑，人们常在天井置大缸蓄水防
火，积水会生孑孓（读 jiéjué，指
蚊子的幼虫），故缸内养金鱼。

几百年前，金鱼通过福州经琉
球传到日本。到清代福州金鱼养
殖业已较兴盛，清末郭柏苍《闽产
录异》记载：“‘盆鱼’即金鱼，福州
南台银湘浦业此者数十家。”

银湘浦在今广达路与学军路
交叉口附近。20 世纪 80 年代，世
代养金鱼的林金伙和林玉华联合
村民投资建起双丰渔场，金鱼养殖
方式由盆养发展到水泥池饲养，金
鱼出口外国。20 世纪 90 年代，这
一带拆迁。

1952年,“屏麓山庄”金鱼世家
主人邹鼎捐的 5000 多尾珍贵金鱼

“游”入西湖，其子邹恒、邹穆被招
养金鱼。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湖
金鱼发展到动物园和福州市园林
局花木公司西湖“金鳞小苑”、新店
琯路两个渔场，渔场由叶其昌承
包，金鱼销往全球。2010 年，福州
市区最后一个渔场即琯路渔场拆
迁。

福州金鱼品种多、品质好

福州养金鱼具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福州平均气温20℃左右，温
暖湿润，四季可养金鱼；闽江水系
水源丰沛，水质柔和洁净，金鱼场
基本设在河边、溪边，天然饵料充
足；历代有养殖经验丰富的匠人。

福州金鱼以品种多、品质好闻
名遐迩，“个大、型美、色艳”是其特
色。福州金鱼常见品种有80多个
品系，传统的有福寿、琉金、虎头
（寿星）、红狮头、花狮头、珍珠、鹤
顶红、蝶尾、高头球、望天球、龙睛
球等。各个渔场主打的福寿，体型
健硕，头瘤饱满，尾柄粗壮，色彩丰
富，有二三十种，深受全球鱼友青
睐，一尾曾拍出 9.6 万元。福寿是
20世纪80年代香港东海水族公司
老板陈镇平从日本拍回兰寿（日
寿）交由西湖渔场繁殖，1988 年由
叶其昌培育成功，叶氏成为“中国
兰寿鼻祖”。

目前福州金鱼养殖企业有 70
多家，主要分布在闽侯南通十八重
溪、荆溪关中村和高新区南屿、长
乐漳港、闽清东桥等地，养殖面积
2000多亩，年销售高品质金鱼1500

多万尾，是中国最大的精品金鱼出
口基地。中国金鱼比赛奖项一半
以上被福州摘取。

福州大力扶持金鱼产业发展

福州市委、福州市政府高度重
视福州金鱼产业发展。2016年，在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和福州市民
政局共同推进下，福州市金鱼行业
协会成立；2014年起，每年渔博会·
渔业周都配套举办金鱼文化节；
2018年起，“金鱼神州行”连续两年
巡展，并在渔业周期间举办第一届
中国（福州）世界金鱼大赛；2019年
和 2020 年，福州市政府两次出台

《关于加快金鱼产业发展六条措
施》，大力扶持金鱼产业发展。

2013年，福州被中国渔业协会
授予“中国金鱼之都”称号，福州金
鱼跻身“福建十大渔业品牌”。闽
侯县是“中国金鱼之乡”。“十四五”
期间，该县计划在荆溪镇关源里建
设以金鱼为主题的集养殖生产、农
事体验、科普教育、观光旅游为一
体的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目前，关
中村养殖基地已具备开放条件，可
供游人赏鱼、购鱼、科普、观光。

在福州市区，三坊七巷中的塔巷
有中国首家金鱼博物馆——国潮
金鱼博物馆。它是非遗展示与科
普研学基地、非遗传承保护单位，
名誉馆长叶其昌是福州观赏金鱼
培育技艺非遗传承人。游客在此
可欣赏福州金鱼，深入了解福州金
鱼文化。

(綦芬/文 石美祥/图)

福州推进内河开发，策划生成9条旅游路线

东西河流花溪 明年可泛舟
【福州晚报讯】统筹河湖水系

资源，打造高品质山水城市，福州
又有新动作。为深入挖掘内河文
化旅游资源，打响内河特色旅游品
牌，福州加快统筹内河文化旅游资
源开发，目前，内河旅游和水上交
通（一期）项目已完成备案立项。
据了解，项目初步策划生成9条旅
游路线，计划明年上半年，新增通
航白马河-东西河、流花溪两条航
线，剩余河道将逐步分阶段通航。

经过近年的治理，福州城区内
河整治和建设成效显著，在提升水
质再现碧波的同时，新建了379个
串珠公园与500.8公里长的滨河绿
道，“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成为
市民家门口的生态福利。

城区内河的幸福蝶变，为内河
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上述负责人介绍，通过梳
理内河沿线历史文化及景观资源，
结合现有游船及河道通航条件，初
步策划生成9条旅游路线，涉及河
道总长度44.3公里，水域面积3478
亩，绿地面积3107亩。这些旅游路
线，将让人们更多感受水韵榕城的
魅力。

江北城区内河旅游路线包括：

西湖左海-白马河、晋安河-光明
港-光明港支河、东西河-琼东河、
凤坂河-晋安湖，并分别在安泰河、
三捷河、打铁港部分河段设置3条
观赏性线路，涉及河道长度37.2公
里，水域面积 3232 亩，绿地面积
2548亩。

江南城区（南台岛）内河旅游
路线包括飞凤河-台屿河、流花溪-

洪湾河，涉及河道长度7.1公里，水
域面积246亩，绿地面积559亩。

据了解，上述航线采取分阶段
通航举措。目前，福州的白马河、
晋安河及光明港已实现内河游船
开发，眼下正重点推进东西河和流
花溪的游船开发，计划明年上半年
开通白马河-东西河、流花溪航线。

按照“水要连、船能通，有故事

可讲、有景可看”的规划目标，新增
航线的准备工作分“三步走”：

清河床，建设施。结合内河常
态化清淤工作，重点开展通航旅游
路线的内河清淤、清障，以满足通
航水深、水质要求。同时，在航线
沿线进行景观提升、夜景亮化并配
套建设码头、游客服务中心、公厕、
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目前，码头等
运营配套设施建设一期工程已完
成立项工作，正在逐步推进。

改桥闸，控水位。福州是马可
波罗笔下“桥最多的美丽水城”，跨
河桥梁较多。由于水位浮动过大，
导致部分桥梁净高无法满足通航
需求。针对这一情况，在满足内河
水动力的情况下，将通过科学调节
水位，结合必要的桥梁设施提升改
造，实现优化通航条件。

显特色，选船型。将新增船只
和船型，尤其在船型方面，计划结
合航线的定位、特色，采用不同的
船型，打造水上交通出行方式，增
加福州特色船型，展示福州内河文
化元素，让游客充分感受闽都文
化。

（李锦清）

白马河已开通游船。资料图

闽举办“海归英才八闽
行”活动

【福州晚报讯】为进一步吸引
海外优秀青年人才来闽交流，鼓励
留学人员助力乡村振兴和基层发
展，福建省人社厅8日举办2021年
海归英才八闽行项目签约暨留学
人员项目路演对接洽谈会。

此次对接洽谈会面向全球征
集了37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22项
高新技术项目。37名海外人才中
有25名获得博士学位。在对接洽
谈会现场，留学人员现场签约了2
个助力乡村振兴的合作项目，助力
乡村振兴的留学人员代表获邀倾
情发言。

（李晖）

福清东部新城
打造“中央创新区”

【福州晚报讯】为加快融入福
州都市圈建设，响应福州东进南下
建设战略，福清市启动新一轮《福
清市东部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及核心区城市设计》编制工作，
规划明确东部新城应建设成为福
清新时代“中央创新区”的目标愿
景。

福清东部新城总体目标定位
为“创新侨城、闽东福地”，与“侨”

“港”“园”等要素紧密联系，发挥福
清产业优势，凸显福清特色，明确
东部新城应建设成为福清新时代

“中央创新区”的目标愿景。
（王光慧）

闽宁协作
特色产品馆开馆

【福州晚报讯】宁夏西吉是中
国马铃薯之乡，福建连江是中国水
产大县。近日，连江县供销社832
消费扶贫体验馆（闽宁协作特色产
品馆）揭牌开馆，两地再续闽宁“山
海情”。

据了解，该馆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政府采购、企
业订购、个人购买等方式，采购并
销售对口帮扶的宁夏西吉县特色
产品，为助推闽宁协作消费扶贫，
贡献供销力量。

（郑瑞洋）

连江获命名“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

【福州晚报讯】中国文化和旅
游部近日公布了 2021~2023 年度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
连江凭借十番古乐这一当地特色
民间文化艺术成福州市唯一上榜
者。

据介绍，十番古乐是中国传统
器乐组合的乐种之一。连江十番
古乐是福建十番音乐的一个流派，
连江琯头纯如轩十番乐队的历史
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已有400
多年历史，迄今一直保留着传统的
乐器组合、演奏技巧等古乐特色，
有“活态国宝”之称。历史上十番
古乐一直是连江地区民间民俗活
动的仪式音乐。

（吴晖）

【福州晚报讯】 11月13日，2021
年首届福州鱼丸文化节在连江举
办。此次活动以“鱼”乐无穷、“丸”转
连江为主题。该活动是做大做强福
州鱼丸特色产业、持续打响“中国鱼
丸之都”和“海上福州”国际品牌的重
要举措。

福州是中国唯一获得“中国鱼丸
之都”称号的城市，鱼丸产量约占中
国50%的市场份额，相当于中国每两
颗鱼丸就有一颗来自福州。

“连江是中国第二、福建省第一
水产大县，海产品众多。连江鱼丸久
负盛名，风味极佳，是福州鱼丸的主
要发源地和主要产地。”连江县主要
负责人介绍，连江拥有 14 家鱼丸生
产企业、188家鱼丸店，其中7家企业
是“中国鱼丸之都核心企业”，占福州
市的一半。

当天共举办了文化节开幕式、鱼
丸美食集市、“一起来丸”鱼丸音乐
节、“年年有鱼”·开海丰收宴四大主
题活动，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鱼丸飘
香，好不热闹。

活动现场有重 278.8 公斤、直径
82.5厘米的世界最大包心鱼丸，有千
人鱼丸大火锅，有一分钟能包350粒
鱼丸的鱼丸机，还有福州百洋海味食
品有限公司用定西土豆淀粉做的见
证定福友谊的“山海丸”。

福州是中国十大侨乡之一，祖籍
福建的海外华侨华人有300多万，一
碗福州鱼丸，成了他们忘不掉的乡愁。

美国福建同乡会、巴西世界福建
青年联会、英国福建华商总会、阿根
廷连江同乡会、日本琦玉福州十邑同
乡会等数十个侨联、商会、同乡会以
视频、贺电、贺信等方式，从大洋彼岸
向福州鱼丸文化节送来了祝福。

美国福建同乡会在贺电里写道：
“家乡美食寄托着海外游子的思乡之
情，家乡的鱼丸更是我们心底最深处
的乡愁记忆。”

“祝愿福州鱼丸越来越强！走向
世界！”英国福建社团联合总会送来
这样的祝福。

“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美食文化
独具一格，成为福州鱼丸文化节不同
于其他美食节的独特魅力。衷心祝
愿福州鱼丸文化节可以让美食+文
化+旅游更好融合，持续打响福州鱼
丸的知名度，成为连江文化旅游的一
张特色名片！”英国连江同乡会常务
副会长池建忠说。 (郑瑞洋)

【福州晚报讯】 由“两
邓”古厝（邓家骅故居和邓拓
祖居）活化利用而成的晋安
文化记忆馆将于本月开馆，
展示城市记忆和非遗文化，
实现古厝的永续利用，打造
市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交流空
间。

邓家骅是近代海军著名
将 领 ，毕 业 于 福 州 船 政 学
堂。邓拓为杰出新闻工作者
和政论家，长期担任《人民日
报》社长兼总编辑。“两邓”古
厝为晋安区级文保单位，均

建于清代，位于东二环泰禾
东北侧的竹屿路上，两座老
建筑毗邻而建，为原址移动
20米迁建而成。

目前，晋安文化记忆馆
已进入装修和布展的尾声，
预计本月将正式开馆。届
时，市民将一馆览尽晋安文
化的“前世今生”。以后，这
里还将作为晋安区文化交流
展示平台，定期举办各种展
览和文化活动。

（朱榕）

一碗福州鱼丸 一份忘不掉的乡愁
2021年首届福州鱼丸文化节连江举办

外国友人观看鱼丸非遗技艺现
场展示。 林双伟/图

“两邓”古厝携手华丽转身

晋安文化记忆馆本月开馆

全域旅游展区将建设为晋安全域旅游服务中心。陈暖/图

世界金鱼看中国 中国金鱼看福州

揭秘福州金鱼的前世今生

福寿（摄于建新花卉产业园张文春金鱼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