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刚刚过去的2024年，省人大
代表、四川润兆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润兆渔业）董事长李军印象最深的场
景恰巧发生在年头和年尾。

2024年初，随着一场几乎全民参与
的南北文旅大“喊话”，四川鱼子酱作为

“四川礼物”成功“出圈”。彼时，布局鱼
子酱产业20多年的李军，已“窝”在鱼
塘边深耕多年。他所创办的润兆渔业，
凭借63吨的年产量，占到全球鱼子酱
市场份额约14%。

天降泼天流量，搅动一池鱼塘。热
热闹闹中，2024年1月，1200罐“四川
造”鱼子酱被送到黑龙江哈尔滨，此后
更多的“川字号”农产品“出圈”。

2025年1月8日，李军接受了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在他看来，
大众对于产业如何接住流量的观望，更
多是身边的这些特产怎么进入日常生活
的期待。他就忙碌在这些期待的中心。

对此，李军熟稔道出一组数据：
2024年末，在全省水产业高质量发展现
场会上，根据四川省水产局估算，到
2027年，仅雅安一地的鱼子酱产能就有
望达到270吨，来自四川的鱼子酱有望
占据全球产量的45%。“可以说我们正迎
来最好的发展时代。”

1月20日，在四川省十四届人大四
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上，李军用坚定
的语气讲述了自己的期待：立足自己的
事业，做大做强四川冷水鱼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这是我的追求和梦想，更是
作为人大代表的责任。”他说。

和往年一样，今年，李军的建议依
然和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相关，和乡村振
兴相联。

留住了，流量

一年之后回头看，“网红”鱼子酱到
底留住了流量没有？

“留住了。”对此，李军回答得很有
底气。

从数据上看，2022年，润兆渔业的
鱼子酱年产量达到50吨，占全球份额
的12%。到2024年，年产量已达到63
吨，占全球份额约14%，而2025年，预
计年产量将达到70吨至80吨。

相比计划性很强的年产量，更明显
的改变在身边。

“经过去年年初的发酵，‘四川造’
鱼子酱不能说做到家喻户晓，但至少品
牌度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李军说，
2024年年初的那一波“出圈”后，越来
越多的餐厅品控商、商场企业供货商、
个体消费者慕名上门。去年春节期间，
仅雅安天全基地就实现了所有产品脱

销。“2024年第一季度，我们国内销量
真的是翻倍增长。”

这也推动了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布
局。2024年年初，李军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他正带领团队加强渠道建设和品
牌推广，重点布局华北、华东、华南、西
南几大区域。

如今，这项工作不仅按计划完成，
在品牌推广上也更加细化。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渠道有所分
工。例如，针对礼品需求，我们专门成
立部门，更精准服务客户和进行推广。”
在品牌营销上，李军坦言，他扎扎实实
感受到了流量的力量。“以前，市场是我
们自己去找，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客户
主动找我们对接。”他说。

同时，这位水产专业出生的技术型
企业家也很清醒，留住流量的最大底气
还是产品本身。于是，企业的产能也在
按规划不断扩大。目前，润兆渔业位于
雅安天全的养殖基地第三期、绵阳北川
的养殖基地都已竣工投产。此外，他还
透露，今年计划在乐山新建一个5000
吨容量的养殖基地。“未来我们的鱼子
酱年产量将达到400吨至500吨。”

一边扩产能，一边拓展销售渠道，
李军的鱼子酱进阶之路似乎也是当下

“川字号”鱼子酱的一个缩影。绿水青
山之间，本土企业在发展，也引来了行
业内的大企业。例如，全国最大的鱼子
酱生产企业——杭州千岛湖鲟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就在四川布局了发展蓝
图。

“我们很喜欢更多同伴一起来做一
件事，因为一个人做一家企业或做一件
事，实际上是很孤独的。”在李军看来，
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竞争，整体上将

有力促进产业的发展。“四川这些得天
独厚的好资源，值得被好好利用起来，
大家一起把产业做大做强。”他说。

池中物有大天地

这也是一种赤诚的初心。
从大连水产学院毕业后，李军用第

一个十年，等待第一批鲟鱼长大，用第
二个十年，不断攻克产品的质量关，一
家一家敲开国外市场的大门。

如果说农户对土地有着天然的敬
畏，那么，守在鱼池边的李军觉得自己
对于大江大河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
到现在，他最享受的时刻还是跳进水波
荡漾之间，养得壮壮的鲟鱼“横冲直撞”
到他身边。“池中物也有大天地。”

这个大天地，也在李军履职中的建
议里。这几年，他持续针对四川冷水鱼
养殖提出相关建议，因为他相信，这会
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利抓手。

李军也在实践中完善着自己的建
议。“例如，我们一直在布局的鲟鱼肉销
售。”他将产业发展分为生产、加工和销
售3个维度。具体到鲟鱼肉，在生产养
殖比较成熟的基础上，企业正将重心放
在主要产品研发和打磨上，同时逐渐开
始铺设渠道。

“像商超和批发、学校食堂等，我们
都在做推广。”如同鱼子酱被大众熟悉，
李军觉得鲟鱼肉也需要一个被知晓和接
受的过程。团队在经过市场调研后，发
现面对鲟鱼肉，消费者不知道如何制
作。对此，他们计划前端进行加工，方便
消费者进行烹饪。“大家发现口感风味不
错后，市场自然也就打开了。”他说。

从想法到落地，从建议的雏形到完
善，李军一直都很有底气。这种底气不
仅来自自己对产品质量的坚持，还有所
身处的发展环境。

“我们得到了很多政策上的帮助，
从企业自身来说，真的很幸运。”李军感
触最深的是2023年四川制定的《天府
鱼子酱产业集群建设方案》。以方案为
抓手，雅安明确提出增强县域间功能协
调，构建从池塘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随着项目的推动，李军感受到了整
个鱼子酱产业发展中的助力。“有资金
支持，有政策扶持，还有土地等资源要
素的供给等，给我们带来了很大便利。”
他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大
力放宽市场准入，坚决破除隐形壁垒，
及时发布项目清单，公平保障要素资
源，让民营企业家充分享有发展机遇。

在李军看来，这为企业家们吃下了
一颗定心丸：“我们已感受到各种关注
和关心，也更有信心来发展经济、发展

企业。”

一条更广阔的路

一边是古老的鲟鱼正游进更新的
时代故事；另一边，李军也觉得自己在
履职中拥有了更为全面的视角。

“参加每年省人大组织的调研，以
及和别的代表的交流，让我看待事情能
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角度。”此前，李军
在参与省人大组织的专题调研中，被川
藏铁路大国工程的气质所震撼，也关注
到沿线县城乡村得天独厚的资源禀
赋。去年，他又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调
研中，切实感受到生态保护下，人与自
然所能达到的平衡。

“站在绿水青山之间，我为自己所
从事的产业感到自豪。”李军会和别的
人大代表笑谈，说山上有大熊猫、山下
有大鱼。但本质上，在他看来，冷水鱼
产业发展需要优质的自然环境，也在发
展中保护着自然环境。“实实在在的绿
水青山之间，有金山银山，高质量发展
里，有属于农业的广阔天地。”

但李军也觉得，他所热爱的农业产
业有着天然的不同。“我们要跟老乡打
交道，在成为省人大代表之前，我可能
只关注企业本身的发展，但现在我更深
刻地觉得，我们和农户之间，是有着同
样目标的利益共同体。”

更为具象的，是如何让产业链上的
每一个环节都盈利，每一个参与的老百
姓都能挣到钱。

此前，天全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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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县
平均水平约30%。

数据背后更延展出更多可能性。
李军感到很惊喜的是，目前，在“大园
区+小业主”“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
农户”等利益联结机制中，不仅实现了
建设共享鱼池，辐射带动产业发展，带
动农户增收，还有农户在学习掌握鲟鱼
的相关养殖技术后，扩大生产，自发建
厂，加入到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中。

“一颗鱼子酱，正走出一条更广阔
的路。”今年，李军将一如既往忙碌在不
同的基地之间，这样的忙碌让他感到充
实和踏实。他一直记得青山环抱下，一
个池塘接着一个池塘整齐排列绵延开
去。清澈河水在阳光炙烤下明晃晃的，
鲟鱼们懒懒地躲在水底。他知道，在各
方的助力下，只要一步步走，目标终将
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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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雨 摄影报道

082025年1月21日 星期二
责编江亨 版式张今驰 校对毛凌波

两会每日人物

省人大代表、四川润兆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军：

为“四川造”鱼子酱留住了流量

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润兆渔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军

润兆渔业在彭州的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