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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四川润兆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军：

四川鱼子酱火了 将加快国内市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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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省人大代表，毕业于大连水
产学院，深耕鱼子酱产业20多年，现为
四川润兆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1月20日，省人大代表李军完成
了报到工作，拖着行李箱进入电梯，
有人笑着跟他打招呼，“‘鱼子酱’代表
来了”。

“以前大家叫我‘鱼代表’，今年是
‘鱼子酱’代表。”顿了顿，他又笑眯眯
地补充道，“反正都和鱼有关系。”

作为四川润兆渔业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李军深耕鱼子酱产业20多年，润
兆渔业每年凭借超50吨的鱼子酱产
量，在全球市场份额中占比达到
12%。今年1月初，随着一场南北方文
旅大“喊话”，“四川鱼子酱”作为送给

“尔滨”的礼物成功“出圈”。李军将这
场天降流量视为命运的“惊喜”。这段
时间，他一次次用充满感激的语气告
诉访者，企业正在进一步加大对国内
市场的布局。四川除了鱼子酱，冷水
鱼市场同样广阔。

——冷水鱼，这是李军今年建议
的关键词。

事实上，他一直都对农业话题格
外关注。在2023年省两会期间，他的
两份建议都与农业有关，分别是农业
科技创新、农村污水治理。

前段时间，他在参与省人大组
织的专题调研时，关注到沿线乡村
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于是有针对
性提出关于在乡村加大发展冷水鱼
产业的建议。“高质量发展里，有属
于农业的广阔天地。”李军充满信心
地说。

鱼跃龙门
天降流量助力国内市场大布局

李军觉得，2024年的开局太奇妙
了。他不止一次跟身边人、同行老
友、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分享这种惊
喜，甚至在今年省两会的小组发言
上，他都准备分享“2024年很热闹，很
值得期待”。

1月，在四川鱼子酱一次次刷新社
交媒体时，李军一边开玩笑这是“吃瓜
吃到自己身上”了，一边第一时间联系
文化和旅游厅，表示非常愿意送一批
鱼子酱到哈尔滨，“我们1月13日跟随
文化和旅游厅，将1200份鱼子酱送到
了哈尔滨，反响很不错。”

几乎同时，越来越多国内的餐
厅、商场、企业，甚至流量博主都开始
联系李军，探讨合作。这让这位过去
20 多年来，一直强调自己是“搞技
术”的企业家，切身感受到网络时代
的时效性。

“这一波流量的助推下，我们会
在战略上加快国内市场的布局。”李
军坦言，企业最初的定位，主要是面
向有鱼子酱饮食习惯的欧美市场。
从 2019 年开始，企业逐渐向东南
亚市场开拓，并在同期成立国内营
销部。

在此次网络“出圈”之前，润兆渔
业对于鱼子酱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仍
是以渠道端为主，同时也在摸索如何
将鱼子酱和中餐结合，例如此前的烤
鸭配鱼子酱。

李军透露，截至2023年，润兆渔
业的鱼子酱在国内市场的销售连续
几年实现翻番，“但终归影响力都在
行业内部或者是渠道端”。因此，这
次的流量出圈，让李军在意外之余倍
感欣喜。

“等于直接让我们的鱼子酱触达
到了广大网民。”他相信，这几年鱼子
酱的价格早已不再是固有印象中的昂
贵，加上这一次的热度，“更坚定了我
们在国内市场的信心，因为我们看见
了客户和消费者在哪里。”

如何尽快让四川的鱼子酱触达国
内餐桌？李军透露，自己正带领团队
加强渠道建设和品牌推广，将按照华
北、华东、华南、西南几大区域进行重
点布局，“先让大家找得到在哪里买我
们的鱼子酱，还要告诉大家鱼子酱好
在哪里，再和我们的中餐碰撞出更多

‘火花’。”

授人以渔
流量中有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信心源于现实。
2023年，四川制定《天府鱼子酱产

业集群建设方案》，明确到2025年，四
川鱼子酱产量达到150吨，鱼子酱及相
关产品综合产值达到50亿元。

同时，数据表明，全世界鱼子酱需
求增速每年达10%左右，中国则为世
界鱼子酱消费增速最快的市场之一。

身处热闹的中心，李军觉得，四川
鱼子酱的这次“出圈”，是意料之外的
惊喜，也是漫长跋涉后命运的“馈赠”。

从大连水产学院毕业后，他从
2002年初开始布局鱼子酱产业。最初
10年，他一边经营商业鲟鱼，一边等待
养殖的第一批鲟鱼长大。在鲟鱼开始
产卵后，他和团队踩过因为缺少加工
经验，以致产品出厂前就霉变的

“坑”。攻克产品质量关后，他们又奔
波于欧洲各地，一家一家敲开客户的
门，“有次我在门口等了一天，进去不
到5分钟，别人就让我走了。后来连续
送了3年产品，终于打动了这家傲慢的
客户，也敲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每当回头看这些年走过的路，李
军都会感叹，每一步都有时代的助
力。在创业时，有地方在绿色发展中
进行产业转型的“东风”，在产品开始
出口时，又恰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如今，在布局扩大国内市场时，网
友们又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

“流量中还有大家对更美好生活
的期盼。”他觉得，这一波“四川礼物”
的大摸底中，除了鱼子酱，还有很多其
他“宝贝”，在“为什么现在才发现四川

还有这个”的惊呼背后，更有一份独属
于本地人的自豪。

而他对于这种自豪，更能感同身
受。

这些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成都彭
州、雅安天全、重庆石柱、甘肃文县等
地陆续落地。在实实在在的发展中，
他对于“乡村振兴”“‘两山’效益转化”
等热词也都有了更为具象的感受。

曾经，一位在工厂已经晋升为主
管的女职工告诉他，原本以为这辈
子就只能在家里带孩子了，没想到
不但能在家门口就业，还能在工作
中成长。

“我听了之后很感动。”这是最初
李军并没有想到的，一年又一年，当越
来越多的村民在因地制宜的发展中充
满幸福感，他对自己能参与其中感到
自豪，并开始思考还能多做点儿什么。

年年有“鱼”
说不定四川冷水鱼就是下个流量

雅安天全，拥有省内最大的鱼子
酱生产基地。

二郎山山麓、青衣江之畔，池塘里
的鲟鱼们都会长成两米以上的大鱼，
体重超300斤。这里每年生产超50吨
的鱼子酱，畅销海内外。走在小城街
道上，随处可见画着绿水青山的墙体，
宣扬着属于小城的骄傲。

穿梭在养殖基地与厂房之间，李
军几乎见证了每一条鲟鱼的长大。“天
全是我们最大的基地，鱼子酱的加工
生产线也在这里。”他说。

毫无疑问，企业的发展早已和地
方脉搏紧紧联系在一起。

据天全县人民政府提供的一组数
据显示，润兆渔业为当地提供了就业
岗位100余个，人均年收入增加4万元
以上。同时，带动18个村共3000户农
户共同致富，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高出全县平均水平约30%。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组天全县的
生态环境“成绩单”：连续五年生态环
境状况指数排名全省第三，连续两年
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与评价结果中排名全省第
一。2021年，天全入选第五批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单。

针对今年的建议，李军坦言，自己
对于冷水鱼产业的看好，不仅仅是源
于自己多年来深耕水产行业，还有多
方调研和走访。

在调研过程中，他发现，在四川盆
地周边的山区，还有平原和丘陵交界
处，有很多水质优良、但欠发达的地
区，结合省上针对冷水鱼养殖已经做
出的布局，冷水鱼养殖完全可以成为
助推当地发展的优良产业。

“说不定四川冷水鱼就是下个流
量。”李军在自己的建议中，强调要扩
大产业布局范围，在全省满足条件的
地区，加大冷水鱼产业的规划，“让我
们在山区或偏远地区的老百姓，依靠
这个产业实实在在有收获，富起来。”

如同当年看好鱼子酱一般，这一
次，李军同样充满信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
茜 李佳雨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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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兆渔业养殖
基地。

◀
润兆渔业销售
团队向国外客
户推销鱼子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