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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以建设“渔业转型发展

先行区”为载体，加快推进渔业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建设“绿色

之渔”“开放之渔”“共享之渔”。

建设“绿色之渔”，包括推

进海洋捕捞业绿色发展，抓好

渔船安全设备升级、防污染设

施配备、船容船貌提升，推广清

洁生产模式和海上一线渔获物

速冻保鲜技术；推进水产养殖

业绿色发展，全面开展养殖尾

水生态化治理，加强重要水域

滩涂保护，支持发展深远海养

殖和“跑道鱼”循环水养殖。省

水产推广总站副站长马文君介

绍说，“十三五”初期，我省水产

养殖主导品种如梭子蟹、青蟹

等海水蟹，大黄鱼、花鲈等海水

鱼以及大口黑鲈、乌鳢等淡水

肉食性鱼类的养殖，以投喂冰

鲜杂鱼为主，配合饲料整体应

用率不到20%，全年养殖投喂

消耗冷冻杂鱼约100万吨，相当

于“十二五”末近三分之一的年

海洋捕捞量。通过5年来的示

范推广工作，截至今年6月，全

省已累计推广海水蟹配合饲料

应用41万亩、加州鲈、乌鳢池塘

面积20万亩、海水小网箱（含折

算）23万只，减少幼杂鱼使用量

约65万吨。

建设“开放之渔”，包括加

快发展远洋渔业，鼓励渔业企

业走出国门建基地，发展水产

养殖业、加工物流业，支持渔获

物海上保鲜、水产电商、渔业冷

链物流建设。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服务功能，整合资源要素，

吸引了全省90%以上的远洋渔

业企业入驻国家远洋渔业基

地，建成了全国唯一的鱿鱼指

数，推动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

地全产业链发展。

建设“共享之渔”，包括加

强渔区民生保障和基础设施建

设，强化传统渔民养老、医疗、

金融支持和技能培训，推动渔

区公共服务优质高效，不断提

高渔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

沈渔协

“绿色之渔”
助民再出发

东海渔业资源呈恢复迹象

为修复浙江渔场、保

护“海上粮仓”，我省对浙

江渔场“三场一通道”（产

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

游通道）实行严格保护，对

产卵带鱼保护区、东海带

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和大戢洋等10个产

卵场保护区实施最严格禁

渔期制度，同时大力推进

以资源修复性人工鱼礁为

重点的海洋牧场建设，共

建设海洋牧场12个，科学

实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

动。据统计，“十三五”以

来，全省共投入资金5亿

元，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苗

种240余亿尾，力度之大

前所未有。

据省海洋水产研究

所长期监测结果显示，

“四大渔产”和鲳鱼、上层

鱼类等资源在浙江沿岸

的发生量比上世纪90年

代末增加4倍以上，其中，

小黄鱼资源密度比上世

纪90年代末增加34.1%，

多年不见的大黄鱼和乌

贼也逐步回归，资源水平

趋好的“拐点”逐步显

现。与 2015 年相比，在

捕捞产量逐年下降的情

况下，全省渔业经济总产

值从1937.4亿元增加到

2232.6亿元，渔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 21514 元

增加到29852元，增幅分

别达到15.2%和38.8%。

临海市宏发渔业合

作社负责人吴光树表示，

虽然资源恢复是一个缓

慢的过程，但整治效果还

是很明显的，如果没有整

治的话，只能说现在的渔

民根本没办法生存下去

了。他希望“一打三整

治”可以推广到全国其他

沿海省份，这样更有利于

海洋渔业资源恢复。象

山县渔业捕捞协会会长

黄根宝也提出了类似的

希望，如果能够把我省海

洋治理的经验推广到全

国去，形成“全国一盘

棋”，那么资源衰退的现

状才会真正得到缓解。

我省渔场修复振兴暨“一打三整治”行动取得重要成果

“渔业强渔区美渔民富”正在变为现实
笔者从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获悉，自2014年始，我省持续6年的

“一打三整治”专项执法行动，取得了重要成果。6年多来，全省违法造船、

滥捕偷捕、渔场纠纷等乱象得到根本性遏制，沿海滩涂“脏乱差”现象有了

明显改观，彻底消除了海上捕捞无序无度的乱象。通过大力推进减船转

产、生态修复、三产融合、科技推广、渔民保障等综合措施，“三渔”转型发展

路子基本确立，“渔业强、渔区美、渔民富”目标正在变为现实。

据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10月，全省累计查

处违法违规案件1.8万多起，移送司法案件1021起、3625人；查获涉渔

“三无”船舶（含小型船筏）1.9万余艘，整治“船证不符”渔船7000多艘，清

缴违禁渔具110万余张（顶），没收违禁渔获物800万余公斤，有效促进了

渔业资源修复养护。

渔场秩序实现根本性好转

据了解，自“一打三

整治”专项执法行动开展

以来，我省把压减捕捞产

能作为硬任务，“打、减、

治、转”并举，持续谋划推

进“幼鱼资源保护战”“伏

休成果保卫战”“禁用渔

具剿灭战”，大力推进减

船转产行动，全力压减海

洋渔业过剩产能。截至

2019年底，全省累计压减

海洋捕捞渔船主机功率

44万千瓦，提前一年完成

国家下达的减船任务；全

省可核算的产能压减数

已超过 110 万千瓦，占

“一打三整治”行动前全

省捕捞产能的20%以上，

彻底扭转了海洋捕捞产

能过度增长的势头。

有序开展海洋捕捞

“减船转产”。据统计，

2014年以来，全省已有

2万余名渔民有序转产

转业，传统渔民保险基

本实现全覆盖。象山县

率先出台了《关于对主

动上交拆解涉渔“三无”

船舶船主转产转业扶持

及生活补助的方案》，累

计安排财政补助资金1.2

亿元。2016 年，出台渔

民减船转产奖励政策，共

拆解海洋捕捞渔船 498

艘、压减功率 6.99 万千

瓦，发放补助资金5.4亿

元，实现“五年任务一年

超额完成”。扎实推进

“失海”渔民养老保险工

作，累计完成渔民养老保

险资格认定8282人。

台州市率先开展渔

获物可追溯管理、浙北渔

场梭子蟹限额捕捞、定点

上岸三大试点，实现“溯

源管渔、限额管渔、定点

管渔”的标准化控制、全

流域监管模式。2018年

4月以来，台州市落实温

岭石塘、礁山、玉环坎门、

椒江等4大试点渔港，温

岭、玉环 120 艘试点渔

船，温岭、玉环、临海3家

水产加工企业，开发渔获

物绿色标签可追溯管理

系统，通过标识码可查询

生产船舶、生产批次、捕

捞时间、上岸时间等信

息，实现“捕—运—销—

加—贸”的全流程监管。

截至今年7月，溯源渔获

物29571.59吨，预计全年

可促进渔民增收超 4亿

元。

渔船安全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我省还大力推进渔

业信息化建设，在全国率

先建成了渔船安全救助

信息系统、小物标雷达监

控系统，实现了渔船安全

动态监管。象山县水利

和渔业局副局长俞设介

绍，象山县先后建成渔船

进出港雷达识别系统、渔

船动态管理系统、渔船进

出港报告系统、港岸船一

体化视频监控系统等四

大系统为主要内容的“智

慧渔港管理平台”，全链

条压实海上安全责任，综

合运用教育警示、约谈警

告、停航整改、违规记分、

扣减油补、分责理赔、信

用记录等反向惩戒机制，

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实现“严打一个、震慑一

片、警示一方”，倒逼渔船

所有者、经营者、捕捞者

落实安全生产制度。据

了解，台州市出台了全国

首个渔船安全记分办法，

将全市渔船船长船东和

渔业基层管理组织纳入

记分范围，对扣满 12分

的实施联合惩戒，在证书

换发、渔船改造、生产补

贴等方面予以限制。

临海市创新海上党

建模式，改制组建以渔民

群体为主的4个“红帆护

渔”海上临时党支部。浙

中红帆海上临时党支部

委员、“浙临渔21879”船

的船老大项华彪，今年41

岁的他是该市桃渚镇永

兴村人，靠海吃海，至今

已有 20 多年的讨海生

涯，因见义勇为救助触礁

搁浅渔船而入选2019年

“中国好人榜”。他说，从

我省开展“一打三整治”

以来，明显觉得可捕的鱼

多了。作为红帆海上临

时党支部的一员，除了正

常的捕捞作业外，还需要

在抗台御风、风险隐患清

零和伏季休渔中落实上

级渔业主管部门下达的

任务，让更多渔民做到安

全有序生产。

我省分类整合了189

个基层渔船管理组织，实

现全省渔船安全生产公

司化服务、组织化管理。

据临海市顺水渔业合作

社经理梁绍信介绍，目

前，临海市共有渔船667

艘，纳入4家合作社管理，

其中，他所在的临海市顺

水渔业合作社目前管理

的渔船有 126 艘。合作

社主要为渔民提供协办

保险、调节纠纷服务，协

助和配合渔业主管部门

通过“渔信通”平台对合

作社管辖的渔船实行动

态编组管理。

临海市港航口岸和

渔业管理局局长刘勇表

示，临海市构建了“港长

制”“湾长制”“滩长制”三

大机制，安排人员深入渔

村、渔港、渔船、渔户，摸

查违规渔具的存储情况，

并在全省首创“专群结

合”管理模式，通过公开

招标形式，招募护渔船2

艘，包括“湾长”“滩长”在

内的护渔人 39名，对全

市所有内河、滩涂、港口、

近海出现的地笼网、串网

等违禁渔具进行全面清

理取缔。

近日，在玉环市干江镇下礁门海湾，渔民正采收紫菜、整理挂绳，“海上菜园“呈现出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近年

来，当地渔民从外地引进紫菜新品种，因这里的海湾临东海水质好，生产的紫菜质量好、产量高，紫菜养殖成为当地

渔民转产转业、丰产增收的好途径。 吴达夫 摄

紫菜新品种紫菜新品种，，丰产又增收丰产又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