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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90后小伙儿辞职返乡养鱼

锦鲤畅销，集体致富有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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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2月14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王者东 )
2月12日，国网嘉祥县供电公

司启动“大排查、除隐患、保安
全+党建”专项行动。通过打响
清鸟巢、零数障、放外破“三大
战役”，攻坚消除输配电线路缺
陷隐患、压降各类跳闸次数，为
全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开好
头。

“三大战役”将以“两治
理、一防范”为重点内容，集中
时间、力量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线路特巡治理。聚焦影响线路
安全运行的“鸟巢、树障、外

破”三大隐患，纵向结合“三级
联创”包保分工强化参与督
导，让干部冲锋在前；横向成
立供电所片区、线路、台区党
员包保责任区，让党员示范带
动，切实把“同劳动”落实到行
动中，通过行动质效进一步检
验员工队伍落实新“十六字”
要求的成效。

本报济宁2月14日讯(记者
郭纪轩 通讯员 袁虎) 2

月11日，国网邹城市供电公司
召开干部作风建设“大学习、大
查摆、大讨论、大整改、大提升”
活动启动会，以作风建设“五
大”为鲜明导向，动员该公司全
体干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狠
抓落实，在“起步就加速、开局
就争先”的工作状态中，推动公
司业务高质量发展。

该公司以坚决找准“病
灶”、坚决动真碰硬、坚决整改
提升为目标导向，紧紧围绕

“大学习、大查摆、大讨论、大
整改、大提升”五大层面精准
发力、精心筹划一系列活动，
制定专门实施方案，通过启动

“五大”活动，推进干部队伍思
想大净化、作风大转变、执行
力大跃升。

下一步，邹城市供电公司
将持续以当头棒喝、猛击一拳
的态度和方式守牢“一排底
线”，紧盯安全生产、营商环境、
电力保供等重大任务，为邹城
供电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

排查消除电网隐患

安全运行开个好头

启动“五大”活动

供电服务提质

立春后，万物生。在曲阜市吴村镇龙尾庄村“90后”小伙徐文政的养殖基地里，满池橙白红黑的小鱼
扑扑腾腾，好不热闹。在他的带领下，龙尾庄村集体有了共同致富的产业，一尾尾五彩斑斓的锦鲤成为
村民们的“致富”钥匙。在这里，有的锦鲤卖价达数千、数万元，甚至更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褚思雨 易雪 通讯员 孔大儒 吴冠兰

锦鲤历经数次筛选
最高一条卖价三万

2月8日上午10点多钟，到了
给锦鲤喂食的时间，徐文政拿着
鱼食来到鱼塘边。初春时期，天
气依旧寒冷，鱼习惯往水底藏。

“别看现在水面平静，一投
食就全上来了。”徐文政边说边
用塑料瓢敲了敲盆底，咣当咣当
几声响，橙白相间的锦鲤争先恐
后地游上水面。一瓢鱼食洒下鱼
塘，接着又一瓢，鱼塘瞬间炸开
了锅，满池的鱼扑腾争抢鱼食，
水溅得四处都是。

眼前这片养殖基地占地30
亩，有10个鱼池，水池中锦鲤多
达十余种，以昭和三色、红白锦
鲤、大正三色锦鲤为主。“龙尾庄
水库多、坑塘多，水质偏硬，养出
来的锦鲤皮肤和外形都比较紧
致，颜色靓丽。”徐文政养的锦鲤
体型匀称，在白底之上有红色的
斑块，红白相映，清晰明快。

立春已过，昼夜温差仍不
小，这时候徐文政比平时更忙
碌，“锦鲤的最适温度为21℃～
27℃，但对水温急剧变化适应力
不强。”水温升高或下降3℃以上
时，鱼就会生病。为此，他需要时
时刻刻在鱼场检查水温，晚上也
会经常出来走几圈看看。

这两年，市场对高品质锦鲤
的认可度与日俱增，徐文政也瞄
准了高品质锦鲤。“看这些鱼儿

的游姿、花色千差万别，这是给
它们分级的标准之一。”除了检
查与喂养，给锦鲤们分出等级，
才是徐文政的主要工作。他表
示，锦鲤的淘汰率非常高，从出
生到出售，要经过4次筛选，10万
尾鱼苗，最后就剩下不到1000
条，真正的精品一年也就一二百
条。但这些精品的价值非常高，
再经过后期层层筛选，留下的

“佼佼者”卖价能达到上万元，甚
至更高。

物流业的高速发展让“活体
运输”更加便利，也让龙尾庄村
的锦鲤“游”向了全国。作为一名
年轻“90后”渔民，徐文政从2017
年起就开始通过专业的拍卖平
台销售锦鲤，成为互联网上的

“养鱼家”。如今，他的锦鲤年销
售额达到300万元，其中70%的
份额来自网络平台，价格最高的
一尾鱼成交价达到了2 . 8万元。

不认输而且爱钻研
回乡创业闯出名堂

“从小就喜欢鱼，养鱼是我
最大的兴趣爱好。”说起与锦鲤
结缘的契机，平时话不多的徐文
政打开了话匣子。

2014年，23岁的徐文政已有
稳定工作。一次和朋友到水族馆
买鱼，那一尾尾绚丽绽放的“水
中色彩”将他深深吸引，小小的
鱼儿不仅品相漂亮，价格更是不
菲。“也是在那几年，互联网上锦

鲤文化开始兴起，锦鲤成为了好
运的象征，引来众多网友转发锦
鲤。我觉得，锦鲤这种鱼一定会
逐渐火起来。”对鱼儿的兴趣和
热爱以及对锦鲤市场前景的良
好预期，让徐文政毅然辞去朝九
晚五的工作，回到家乡龙尾庄村
租了11亩池塘建起鱼池，搞起了
养殖。天气、水质、病虫害等因素
都会影响锦鲤的生长情况。“那
个时候整体就琢磨养鱼，晚上
睡不着觉，熬夜看资料。”徐文
政清楚地记得，有一回长到15
厘米的锦鲤突然生病，沉到水
底。等到发现的时候，价值20万
元鱼苗全部翻白肚了。最初的
几年，大家对锦鲤的接受程度
远不如现在，尤其是在北方，即
便是好的锦鲤，也很难卖到理
想的价格。

鱼苗进价高，养殖有风险，
市场认可度又不高，头三年，徐
文政辛苦养鱼，却赔进去七八十
万元。因为前期投入成本太高，
退出损失更大，徐文政只能“打
落牙硬往肚子里咽”。

正是有了前期的积累，徐文
政更加用心地钻研锦鲤养殖知
识，还跑到外地“取经”，尝试自
己买种鱼培育鱼苗，大大降低了
成本，养殖的锦鲤无论是量还是
档次上都有了明显提升。随着市
场对锦鲤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从
2017年，徐文政的鱼塘开始扭亏
为盈，他也把规模扩大到了100
多亩，年投放鱼苗500万尾，鱼池

里拥有红白、大正、昭和等十多
个名优品种，在全国各地的锦鲤
大赛中获奖50余次。

外形花纹上做文章
小锦鲤做出大产业

吴村镇龙尾庄村地处九仙
山腹地，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
展，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山
村，逐渐成为四方游客流连忘返
的好地方。2019年，龙尾庄村成
立锦鲤合作社，邀请徐文政一起

“合伙”，共同做好锦鲤产业。
“村里成立龙尾庄锦鲤合作

社，村集体建好了鱼塘，盖好了
大棚，基础设施全部完善好了之
后，我提供鱼苗，提供养殖技
术。”借助吴村镇“支部领办合作
社”的政策，徐文政成为村里的
乡村振兴合伙人。他以成本价为
村集体提供鱼苗，提供养殖技术
指导和销售平台，借助他的经
验、资源和平台，龙尾庄村的锦

鲤养殖场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村
集体增收的重要渠道。

流水潺潺，锦鲤嬉戏，百姓
和睦。经营红火的合作社，一尾
尾五彩斑斓的锦鲤，不仅让龙尾
庄村集体有了富村的产业，更成
为村民打开致富大门的一把“金
钥匙”。现如今，也有不少村民看
中了锦鲤养殖，加入到锦鲤合作
社当中。目前，龙尾庄全村已发
展锦鲤养殖面积近300亩，年投
苗量约1500万尾。

一年之计在于春，说到今
年的打算，徐文政表示，将从体
型、颜色、花纹的分布上做文
章，把锦鲤品质提上来，早日实
现品牌化。而对龙尾庄村锦鲤
产业未来的发展，他提出建议
称，希望结合九仙山旅游开发，
将锦鲤产业与乡村休闲渔业、
旅游服务业融合发展，构建锦
鲤全产业链，真正让龙尾庄锦
鲤“跃龙门”，让小锦鲤游出大
产业。

徐文政和他的锦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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