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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科技教学优势 面向渔业生产主战场

宋承方
(上海水产大学科研处..20 0090)

上海水产大学是一所面向全国的农业部所属高等农业院校. 近十年来， 在执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

技术， 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中， 在努力完成农业部和上海市有关部门下达的科技攻关任务的同

时， 发挥学校学科全、人才多.设备好的优势，积极主动面向渔业生产主战场，把促进我国的远洋渔业、 水产养
殖、副食品生产发展作为学校的一项基本任务，并取得一定成绩.

1 提高科教兴农的认识，积极投入渔业生产主战场

农业的发展...，...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最终还是要靠科技解决问题..事实证明， 科技成果的大面积

推广应用悬科技转变为实际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已成为科教兴农的首要任务. 作为一所水产高等学府要提高
科教兴农的贡任感，根据自己取得的科技成果情况，把面广量大， 渔民易于接受的技术成果作为推广的重点，

把面向温业生产主战场作为学校的一项基本任务米抓. 要做好为渔区的经济建设服务，就不能脱离我国大多
数温区的生严现状，不能只盯住几个高产老渔区，尤其是面广量大的新渔区， 他们需要的是改变低产低效的适
用技术和技术人员的培养. 如水产养殖系，自1983 年起， 全系的研究与开发重心曲高产渔区转为以开友低产

渔区为主，高产与低产相结合，由单搞高层次教育转变为各 个层次智力开发并重.近1 0年来，连续完成了4 个

池塘养鱼大面积、高产试验项目，其中由我校承担的上海市科委下达的重点科技攻关顶目《池塘养鱼高产与综
合养鱼技术的研究几经过3 年努力使崇明县池塘养鱼面积和产量比试验前翻了二番， 成为本市4 个被列入
企国淡水鱼 生产重点县之一，这项成果已获得1987 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捞二等奖.

1984年， 我校还参加了由国家计委通过农业部下达的《上海市郊区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大面积综合试验，工

业性试验项目.我校投入这项试验工作的共有14 位教师，其中正副教授7位，另外还有2名研究生，是所有参
试单位中投入技术力量最多最强的一 个单位. 通过项目实施，3年内使每公顷均净产由1983 年的21.5 公斤

提高到39. 02 公斤， 共增产淡水鱼842.4 万公斤， 新增产值为2.1 06万元. 并通过试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

易于推广的池塘养鱼大面积高产的技术模式， 使原为养鱼新区的上海开始进入我国池塘养鱼高产地区曲先进
行列， 为缓解上海市民"吃鱼难"作出了贡献. 项目取得成果后， 上海市又积极组织推广应用， 使科研成果及时
转化为生产力.目前，1 0个郊县和各农场推广面积近 0.，67万公厨咿约占全市精养鱼撞总面积的2/3 ，全市泼水
鱼总产量已由1983 年的2.75万吨提高到199 0年的10.32万吨.'淡水鱼由全市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巳自
14 .9%提高到37.39奋， 从而使全市12 00万市民的淡水鱼人均占有量由1.5 公斤提高到8.5公斤， 极大地改

善了市场水产品的供应状况， 做到上海副食品市场不分寒暑常年有活鱼供应，保持供应和价格的基本稳定，市
民感到比较满意. 本成果先后获1988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度国家科拽进步二等奖和王99 0年

l支农业部丰收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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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能手白色主动适应渔业生产发展的形势要求，这是科教兴农对高等学校提出的新考验. 我们认为必须

抓住机遇， 审时度势，组织力量，积极投入. 1985年3月 由中国水产总公司组建的我国第一支远洋渔船队开赴

西非，拉开了中国发展远洋渔业的序幕，同 时也为科教兴农提供了舞台与时机. 远洋渔业是投资.风险.难度，

效益都很大的一项系统工程. 上海水产大学和多数教育部门一样，没有经济实力投入， 但是我们学科门类较
全，专业技术力量相对占优势，发展祖国的远洋渔业责无旁贷. 7年来，我们以人才、 技术、 设备、 信息投入为
企业服务，共同承担风险. 赴西非创业初期，中国水产总公司几 次组建渔船队白航西非，边切需要能从事远洋

航海并熟悉海洋捕捞的专门技术人才. 学校两次从教学第-线抽调两名专业骨干教师参加船队领航小组工

作. 2 00 吨位左右的渔船，要从我国沿海出发，途经3大洋， 全程万余涅， 航衍40余天，沿途气象， 海况、 社会

条件和涉外手续复杂多变，渔船船长难于适应. 我们派出的教师作为船队的管事和翻译 他们从理论和实践
结合上为开辟渔船西非航线奠定了基础，协助领航崎长出色地完成了安全渡航任务. 几年来已有100 多艘中

国渔船沿着这条航线安全航行为企业节省了大量领航费用. 我们学校已先后向我国在西非的远洋渔业 生 产
单 位报出了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教师3名、 中级职称教师3名、初级职称教师1名、研究生1名，应届毕业生50

名. 他们常年工作在海上，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为发展我国远洋渔业立下了汗马功

劳. 因此，我们认为高等学校是科技成果主要集散地之一，是科教兴农的重要技术依托单位，企业特别是大中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前沿，是科教兴农的重要技术实施单位. 科教兴农能否顺利进行， 科技成果

能否迅速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学校和企业的自觉参与. 要鼓励和支持科研单位. 高等学校和企业
实行多种形式的横向联合和协作，形成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规模效益和具有自我发展的新的运行机制.

2 依靠科学教育振兴农业，是高等学校光荣使命

依靠科学教育振兴农业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教师与科技工作者必须把科教兴农作为己任，以

自己的一技之最全心全意为生产服务，在生产实践的大熔炉中不断得到锻炼与提高. 我校一位副教授在我国
的西非渔业办事处出伍技术部主任和副总工程师. 4年里， 他战风斗浪， 奋战海上， 在尼日利亚， 他在海上
连续工作50 多天， 与船员一起经过8 次网具改革， 使船只产值增长近一倍， 扭转了企业建立一年多年来的

亏损局面 . 之后，他又受命到另外两个国家的合资企业， 负贡生产技术管理、 船舶改装、 船员培训11. 捕捞技

术改进， 始终奋战在生产第一线， 日以继夜，努力工作，创造了这两个公司的年产最高记录，取得了明显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通过实践，本人也增民了才干，积累了经验，成为技术骨干，由于成绩出色，受到船员的欢

迎与尊重. 经过大风大浪的锻炼，青年教师.学生很快成长而被提升为渔捞长、 二副或大副.
养殖系的教师在为上海创汇农业对虾养殖生产申积极投入育苗基地建设，主持了育苗场的设计和育苗任

务. 攻克了河口地区低盐度对虾育苗难题. 近两年又参加了上海市农委科技兴农重点项目c:Xj虾早繁.早育、

大规格高效高产技术研究，取得了育苗好成绩，改写了上海郊区虾苗全部依靠从外省采运的历史，使养殖生产

结构趋于合理，有力地促进了对虾养殖生产的发展. 渔工系. 食科系教师针对发展养殖业所需的动物蛋白质
来源紧缺的难题，通过大量调查与试验，分别采用化学‘物理等技术措施将大量富含蛋白质而又不能直接被禽

畜、 鱼类利用的废弃羽毛.猪毛.废血等原料，用来制成复合饲用氨基酸. 膨f也羽毛粉、膨化血粉. 不仅变庭为
宝， 减少了环境污染，同时走出 了一条开发利用动物蛋白 资源的有效途径 . 高等学校教育为本， 教书见长. 近
10年来， 我校养殖系还不断为各地各部举办各类培训班与专题讲座， 据不完统计已在上海， 江苏、浙江等18

个省市举办了1 42期，参加人数近千名. 实践证明， 提高劳动者素质是科教兴农的关键措施， 同 时也使学校从

封闭式的教育模式转向为面向经济建设的开放型办学模式，增强了教师的社会责任感， 为科教兴农奠忘了扎
实的思想基础.

3 根据水产高等学校实际，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加速科技成果推广，使之从潜在的生产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己成为经济与科技结合的关键. 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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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远洋温业的发展，进行新渔场、新腕瞥对象的开发成为生产急需. 1989年起我校在中国水产总公司的大力

支持与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密切配合下，承担了农业部重点项[j<<日本海柔鱼钓渔场调查和钓捕技术研究"从

1989年组织实施至1991年的3年期间， 先后派出师生100人次到海上执行任务， 涉及到海洋捕捞、渔业资

源、航海等9个学科，充分发挥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优势，在我校的技术指导下已建立起我国第一支远

洋就鱼钓作业船队，开创了我国远洋渔业作业新方式，填补了我国远洋就钓渔业的空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在此基础上，1993年农业部又批准立项向西北太平洋拓展就钓作业，我校主持这一科研项日，

已有4个大型海洋渔业生产企业参加，今年秋季将笑邀远航. 为进一步发展高校的科研优势， 主动介入企业
经济活动，密切科研与生产的关系. 探黛科技推广的新路，农业部已在我校设立了远洋渔业培训中心，以及与

中罔水产总公司共同建立了远洋渔业研究室. 我校还将筹建我国第一个远洋渔业专业，为国家培养中高级专

门技术人才. 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使专业面拓宽，新学科的建设成为可能与需要.

我校承担农业部重点项目4长江、黑龙江、珠江链.铺.草鱼考种，研究， 经过'六五. .七五"期间坚持不懈

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开创了我国主要淡水鱼类种质资源的系统调查研究，不仅具有理访价值而且

对主要放水鱼类养殖生产起到指导作用，在国家主管部门的重视与领导下，将这一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于生产.

成立了长江鱼类原、良种推广应用协作组，农业部已成立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成为主管全国水产原良

种的权威机构. 由于我国对其所特有的战水鱼类种质资源研究取得的进展，以及从保持世界生物多样性和人

类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出发，巳引起国际有关组织的兴趣与重视，并正合作开展研究，这都将对我国水产种质

资源管理起到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科教兴农是一件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已经做的一点工作只是起步， 任

重而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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