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无法兑现的鱼票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广州的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当时流行一句

顺口溜：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为什么呢？因为那时，

物价都由政府确定，实行统购统销。塘鱼每 50 公斤收购价为 27 元，

死鱼活鱼每公斤只差 4 分钱。旺季淡季，鲜与不鲜，价格都没什么差

别，农民养鱼没有积极性，产量上不去，市场供应就更紧张。鱼的种

类和质量也不太好。广州市属郊县养的多是鳊鱼，头大尾细身无肉，

被形容为“抓住鱼尾吊起似个锤，抓住鱼头吊起似个锥，蒸熟起来得

碟水”。当时广州市水产总公司的党委书记被称之为“追鱼书记”，因

为多年来都要为了解决节日和一年两届的广交会的供应，四处奔波找

鱼。普通市民更不用说，一个月只有 2 角钱的鱼票，还不够买半斤鱼。

即便是这样，有时一个月的供应只有两到三次鱼，买不到鱼的鱼票过

期作废。 

原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他还是广州市越

秀区委书记的时候，一位广州市民将无法兑现的一张五毛钱鱼票寄到

了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习仲勋那里，以示不满，对其触动很大。在一

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坦率地说，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

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流通

体制、价格体制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广州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领

跑者”。 

1978 年 12 月 25 日，广州在芳村成立了全国同行第一间国营货



栈——河鲜货栈，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议价成交，

这是广东农产品价格改革的开始。1979 年 3 月，广州又率先放开塘

鱼、冰鲜鱼市场，允许计划外的塘鱼、冰鲜鱼上市。刚开始，由于价

格放开，塘鱼价格猛涨。1979 年，1 斤大头鱼涨到了 3 元，鲩鱼涨到

了 3.6 元。一时间议论纷纷，市民意见很大。但广州市领导顶住压力，

把它看成是改革开放不可避免的“阵痛”，持续推进物价改革。几年

后，由于价格放开调动了养鱼人的积极性，塘鱼产量迅速增加。1984

年，每斤鲩鱼的价格降到了 1.4元，而鳊鱼的价格更降到了 1元以下。

市面上的鲜鱼种类也从 10 多个增加到上百个，广州人吃鱼变得容易

了。1983 年广州水产品上市总量达到 150 万担，平均每个广州市民

可吃鱼 60 斤左右，其中鲜活的淡水鱼占了一半。过去的“追鱼书记”

也变成被郊区的水产公司、养鱼大户不断找上门来，请他帮忙推销鱼

货。 

由于市场供应充足，有时到了旺季甚至供过于求，一些品种的鲜

活淡水鱼不得不廉价抛售。为了使鱼“贱”不伤农，1984 年（，）广

东省水产部门提出“立足本地，把生意做到全国去”的经营方针，到

全国各地推销鱼货，深受北方省市的欢迎，说送来的是“及时雨（鱼）”。

鱼价放开，使广州不仅成为全国第一个成功解决“吃鱼难”的城市，

还迎来了“南鱼北运”的大好形势。 

 

 

 



 

 

 

 

 

 

 

 

 

 

放开鱼价后的河鲜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