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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州市椒江区海

洋渔业总公司下属的江城

渔业公司、江滨渔业公司船

老大伏休培训会在椒江举

行，两公司椒江籍渔船船

长、公司管理人员等70多

人参加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事故案例分析、执法监管、

情报侦搜、疫情期间人员管

控和海上应急抢救等。

今年伏休以来，椒江区

海洋渔业总公司已先后在

当地以及象山、温州等地举

行多次这样的培训会，在开

展渔业生产技能和船舶航

行安全等理论培训的基础

上，组织渔民到码头、船头

进行实际安全操作的现场

演练。比如，如何正确使用

灭火器材的消防演练、如何

安装和使用渔船救生筏的

救生演练等，以理论与实践

相融合的方式，进一步提升

渔民的安全生产意识和技

能水平。截至目前，已开展

集中培训8场次，受训人员

近600人。

除了培训，公司还通过

下渔村、上渔船宣传和登船

检查等方式，进一步筑牢渔

业生产安全底线，确保伏休

期间渔业安全。“老张，在忙

啊！送你一些书。”近日，该

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来到海

义码头，为伏休期间在码头

上修理船只的渔民送上书

籍，所赠书籍涉及政治理

论、法律法规、安全知识、应

急技能、渔业文化等五大

类，以阅读开拓渔民视野，

绷紧渔民安全之弦。

椒江区海洋渔业总公

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为

加强伏休期渔船安全管理，

杜绝违规出海现象，我们分

批组织人员对管辖的318

艘应休渔船进行点位检查，

其中包括分别停泊在福建、

象山、温州、温岭等地的

219艘异地挂靠渔船，确保

伏休期间所有渔船应休尽

休。”

“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我

们时刻牢记在心，休渔不等

于休息，进港不等于停航。”

该公司党委书记林仁正表

示，“我们将以‘渔船-渔

港-渔业’综合管控为核

心，进一步健全相关工作机

制，强化对渔船的动态干

预，逐层明确安全责任，逐

项落实安全举措，为平安椒

江建设守牢渔业安全底

线。” 杨成龙

近日，在舟山市定海区盐仓街道外螺头交通码头，渔政执法船载着10余名执法人员，启动新一轮“护海、护渔、

护岛”专项工作。图为执法人员在查看海上船只情况。 林上军 摄

7月是水产养殖病害的高发

期。近日，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发布了我省7月水产病害预报，包

括南美白对虾、海水蟹类、大黄

鱼、淡水鱼类、甲鱼等五类水产品

的易发病情预测，以及具体防治

措施。

南美白对虾

病情预测：易发白斑综合征、

弧菌病等疾病，重点关注浙北、浙

东对虾养殖区域。

治疗措施：发生南美白对虾弧

菌病疑似病情，全池泼洒聚维酮碘

溶液，每天1次，连续3天。饲料拌

国标渔药内服配合治疗。

海水蟹类

病情预测：易发黄水病、纤毛

虫病等，重点关注浙东、浙南沿海

蟹类养殖区域。

治疗措施：对海水蟹类纤毛虫

病，要及时排除低盐水，更换新鲜

海水，保持海水盐度在适宜范围、

相对稳定；发病时每立方米水体用

1.2—1.5克的三合剂(硫酸锌、硫酸

铜、硫酸亚铁)全池泼洒。

大黄鱼

病情预测：易发刺激隐核虫

病，重点关注浙东、浙南沿海海水

网箱养殖区域。此外，台风来临

时，大风浪可能使得鱼体擦伤，从

而引发细菌继发感染，造成腐皮、

溃烂等。

治疗措施：针对大黄鱼刺激

隐核虫病，对局部感染的病鱼可

采用低盐度或淡水浸浴；对整个

养殖区感染的，及时疏散网箱至

盐度较低的海区，降低养殖密度；

及时清除病死鱼，防止病鱼死后

有些隐核虫离开鱼体形成包囊进

行增殖。

淡水鱼类

病情预测：易发出血性败血

症、赤皮病、烂鳃病、肠炎病等细菌

性疾病，重点关注浙北、浙中、浙东

淡水养殖区域。

治疗措施：淡水鱼类细菌性疾

病，水体用三氯异氰脲酸粉或季铵

盐碘溶液等消毒剂消毒；国标渔药

恩诺沙星粉等对治疗鱼类细菌性

败血症、肠炎病和赤皮病有一定疗

效；治疗鱼类烂鳃病，可选用含氯

制剂消毒，同时用氟苯尼考粉等国

标渔药内服。

甲鱼

病情预测：易发腐皮病、穿孔

病等细菌性疾病，重点关注浙北、

浙中甲鱼养殖区域。

治疗措施：甲鱼细菌性疾病，

水体用二氧化氯或聚维酮碘消毒，

适当加水改善水质；发病时根据药

敏结果选用国标渔药治疗。

预防措施

1.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梅雨

季持续降雨可能会造成水质变化，

应及时检测水质，尽量减少因盐

度、pH值变化等产生应激反应而

造成的损失。梅雨过后的持续高

温晴热天气，水体耗氧量增多，水

质易变，台风、雷阵雨来临时气压

较低，要合理使用增氧机，预防或

减轻浮头。

2.强化投饲管理。投喂新鲜

优质的饵料，严格控制投料量，避

免投喂过量污染水质。同时，可在

饲料中适当添加维生素C、免疫增

强剂等，以增强水生动物的免疫

力。

3.做好定期消毒和水质改良

工作。水温偏高使得各类病原体

活跃，易诱发病害。应定期对养殖

水体进行消毒处理，并适时使用微

生物制剂和底质改良剂来改善水

质及底质。

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供稿

□本报记者 唐豪

通讯员 柯庆青

本报讯 近日，省渔业

检验检测与疫病防控中心

顺 利 通 过 英 国 FAPAS

(食品分析能力评价体系)

“鱼罐头中重金属——总

汞、铅、总砷的测定”能力验

证，并取得较好成绩。

英国FAPAS是由英国

农业部和卫生部创办的非

赢利性官方组织，为世界约

3000家实验室提供医学、

食品检测方面的能力验证

活动，得到包括CNAS（中

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组织

的认可，是目前食品分析领

域全球最权威的国际检测

能力评价考核体系。

省渔业检验检测与疫

病防控中心（前身为省水产

质量检测中心、省水生动物

防疫检疫中心），作为我省

农（水）产品检测体系技术

标杆单位，承担着水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监测与风险评

估服务，水生动植物病害及

灾情监测、预报、预防和控

制，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和渔

业投入品使用的监测与评

价服务，并承担省农业农村

厅承检机构质量监督、实验

室检测能力考核和技术培

训等工作。

该中心每年都组织参

加国家和省级各类能力考

核，项目涉及抗生素、重金

属、生物毒素、营养成分、持

久性污染物、水生动物疫病

鉴定等各种类型参数，基本

覆盖计量认证和资质认定

通过的检测能力，已连续

17年全部通过各类能力项

目考核。

该中心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顺利通过FAPAS

国际能力验证，是中心积极

寻求国际认可、确保检验数

据科学准确的重要措施，也

是为我省农（水）产品质量

安全提供技术支撑保障的

重要手段。

□本报记者 唐豪

本报讯 挂靠渔船安全监管

难度和压力较大，是渔业船舶发生

违规违法行为的重灾区。为进一

步排查挂靠渔船安全隐患，降低安

全风险，近日，嵊泗县采取多项举

措，严格落实挂靠渔船监管。

该县在开展“海上安全月”行

动基础上，深入开展渔业船舶安

全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要求各

乡镇即时召回辖区内挂靠渔船返

回船籍港进行安全检查，检查过

程中如果发现该类船只责任未落

实或存在不适航的安全隐患的，

一律予以责令停航，直至隐患排

除。同时，利用“伏季休渔”良好

时机，明确渔船停泊位置，采取主

动出击、上门服务的方式，各乡镇

联合县渔业主管部门赴台州、温

岭、福建以及岱山等地，对出卖未

过户渔船进行实地查验，强制完

成渔船定位设备安装，确保出卖

未过户渔船定位设备安装全覆

盖。截至6月底，该县共召回以及

实地查验挂靠渔船49艘，发现1

艘渔船存在证书缺失问题，已对

其开具停航指令书。

针对挂靠渔船管理难度大、职

责不清的问题，该县要求渔船船籍

港所在乡镇全面摸清挂靠渔船详

细情况，包括实际所有人信息、渔

船船员人数、渔船运营情况、证书

有效情况、设备入网情况等并进行

备案。同时，挂靠渔船船籍港所在

管理组织与实际所有人所在管理

组织及时签订安全监管协议，明确

安全监管职责，共同做好安全管理

工作。

针对市内挂靠渔船过户问题，

该县要求渔民积极向对方乡镇、村

社反映，符合条件的要加快过户进

度，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渔船，督

促其加快整改进度，确保规定时间

内完成整改任务。

强化市外挂靠渔船整治措施，

督促渔船按时回船籍港接受日常

安全检查，帆张网渔船每航次、其

他渔船每月一次；每年至少两次对

渔船进行全面检查，检查情况存入

渔船档案，发现有隐患或有不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的，采取停

航整顿措施，直至隐患消除，高危

渔船停航整顿时间不少于30天。

嵊泗多措并举整治挂靠渔船安全隐患

省渔业检验检测与疫病防控中心
通过三项国际能力验证

7月水产病害预报

椒江渔业安全宣传
下渔村上渔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