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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戊辰来稿说，近

日，我省评选出首批精

品乡村市集 29 个、精

品 乡 村 培 育 市 集 14

个。这些市集独具特

色，既有地方传统手工

艺品、特色小吃展示，

又融合当下时兴的新

业态、新潮流，生意红

火，吸引了周边不少市

民纷至沓来，颇为热

闹。

乡村市集在我国

已有几千年历史，按历

史习惯或规定时间在

固定地点举行，到集市

进 行 交 易 俗 称“ 赶

集”。依托传统市集，

我省各地结合特色、精

品、融合要素，推出诸

多新时代乡村市集。

区别于传统市集，新市

集不局限于销售简单

的农村生活消费品，而

是以特色小吃、地方手

工艺品，甚至是迎合年

轻人消费的沉浸式体

验、网红品打卡为卖

点，吸引城里人、年轻

人来“赶集”、来“赴会”。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各地全力打造消

费型城市的背景下，推出乡村市集，

就是充分挖掘和释放农村地区消费

潜力，优化提升乡村消费格局的破

题实践。当前，我省正加速推进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好建优乡村市集，不仅可大力提振

农村地区消费，还有利于实现强村

富民、助推共同富裕。

新乡村市集虽好，但要做到“叫

好又卖座”，还需探索更多“长火长

红”之策，避免落入“昙花一现”困

局。各地应着力探索更多接地气聚

人气、贴近市场需求、顺应消费趋势

之举，以扩大消费市场、优化消费格

局为目的，以强村富民、惠民增收为

初心，想点子、出实招、见真章，让乡

村市集真正成为我省促消费的增长

极、助共富的新阵地。

来稿摘登

一是海洋捕捞提质行动。

坚持以降能提效为核心，加快淘

汰更新老旧渔船，着力压减国

内海洋捕捞产能，鼓励发展钓

业等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作业方式，支持渔船降本增效

设施改造，探索捕捞渔船“机器

换人”，推广选择性好、高效节

能、安全环保的标准化渔船渔机

渔具，提升渔船装备现代化水

平。坚持错位发展，稳定提升远

洋捕捞船队，加快开放椒江、温

岭两地渔业基地码头，发展远洋

渔业运输船舶，建设国内远洋

自捕鱼回运基地，构建远洋回运

鱼产业链。

二是绿色养殖提效行动。

重点拓展和提升椒江大陈、玉环

中鹿岛大黄鱼深海养殖，实施重

力式、桁架式、牧养式等深水网

箱项目；鼓励三门、温岭等地发

展多元化深水养殖模式，探索建

设超大型渔业养殖平台和养殖

工船，打造国家深远海养殖新高

地。深入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

殖“五大行动”，聚焦南美白对

虾、青蟹、缢蛏、泥蚶、石斑鱼、光

唇鱼等特色品种，大力发展工厂

化循环水、帆布池、高位池、“跑

道鱼”、稻渔综合种养等新型陆

基养殖模式。

三是加工流通提升行动。

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开拓

生物制药、功能食品等产品，重

点培育产业集聚度高、科技含量

高、带动能力强的国家级龙头企

业3家以上，加快推动水产类预

制菜全产业链研发成果及技术

转化，培育预制菜示范企业 5

家。立足国内海洋捕捞整体市

场，建立海上加工保鲜中心，重

点推动海捕虾、虾皮加工、名贵

水产品等“产、加、销、运”一体发

展。加强对水产品定制包装运

输的开发，创新实践电商销售、

直播带货等营销形式。升级改

造温岭、椒江、三门等水产品批

发市场，建设新型多元化水产品

交易平台。优化水产品现代冷

链物流体系，建强省级冷链物流

骨干基地，打造浙东南冷链物流

核心区。

四是休闲渔业拓展行动。

以海岛海湾、渔港渔村、渔船鱼

塘为重点，建设渔旅结合展示

基地，开拓休闲鱼塘体验园区，

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全岛式休

闲渔业旅游基地。深挖渔业文

化和地域特色，推广温岭海利

村、玉环东沙村、三门涛头村等

特色渔村建设经验，加快渔都

小镇等文化项目布局，开展文

化体验和科普教学活动，办好

开渔节、黄鱼节、海钓节等节庆

活动，形成“渔文化”产业带动

效应。

五是碳汇渔业修复行动。

大力推动浅海贝藻类生态养殖

和渔业增殖放流，加快大陈岛、

东矶、“积洛三牛”、鸡山岛群、五

子岛海域等现代化海洋牧场建

设，探索海水养殖碳汇核算标准

和碳汇渔业交易机制。全面加

强东海“三场一通道”保护，深入

推进大陈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建设，切实强化海洋渔业资源

修复养护。

六是品牌渔业升级行动。

实施基地、企业、产品“三位一

体”品牌战略，创立、使用和推广

公用品牌，大力推介“台州鲜甜”

“台九鲜”“三门小海鲜”“温岭海

鲜”等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打

造三门青蟹、大陈黄鱼、临海对

虾等优质特色品牌。聚焦渔业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和标准化生产，引导龙头企业强

化品牌意识，做强台州水产品

牌，提高水产品附加值。强化产

地水产品重点违禁药品残留监

测及监管执法，构建水产品质量

安全体系。

七是渔业科技创新行动。

围绕水产健康养殖模式、渔业机

械化、离岸深水养殖、渔船捕捞

装备研发等关键领域，实施5项

以上重点科技项目，组织参与省

市级科技重点需求项目“揭榜挂

帅”。聚焦渔业“双强”，加大对

渔业机械、捕捞冷藏等的补贴力

度，推进养殖环境生物防控、水

产养殖尾水治理等，实现养殖尾

水合规排放。完善“企业+团

队+项目”技术创新应用模式，加

强基层渔技推广队伍和科技特

派员建设，实施水产种业提升工

程，大力推进三门小海鲜种业硅

谷建设。深化数字化改革，推行

“浙农码”，推动“共富鱼塘”建

设，对接渔业“产业大脑”，构建

台州市渔业资源数据库和产业

信息平台，创建省级渔业数字工

厂 8 个、数字渔业园区示范点 2

个、智慧渔港2个。

八是产业融合集聚行动。

全力打造主导产链，培育海洋捕

捞、贝类养殖核心产业链，提升

青蟹、大黄鱼、南美白对虾等主

产业链，打造单条产值超 10 亿

元的渔业全产业链 3 条。提升

特色水产品优势区、现代渔业园

区、渔业强镇等产业平台，重点

推进三门国家级农（渔）业现代

化示范区、石塘国家级渔业强镇

等项目。紧密结合城镇建设和

产业集聚，重点打造台州中北

部、南部国家级渔港经济区，加

快推进中心渔港建设，形成以渔

港为龙头、城镇为依托、渔业为

基础，集渔船避风补给、鱼货交

易、冷链物流、精深加工、海洋药

物、休闲观光、城镇建设于一体

的现代渔业经济区。

九是渔业主体引育行动。

以示范性、规范化、规模化主体

培育为抓手，扶持发展渔业合作

社、家庭渔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提高渔业组织化程度。深入推

进海上“千船引领、万船整治”工

程，培育建设引领渔船 300 艘。

整合“低小散”渔业公司，原则上

归并提升50艘渔船以下渔业公

司。加强领军企业培育，鼓励工

商资本投资，做大龙头“链主”效

应。加大成长型渔业生产经营

主体培育，大力引育海洋渔业高

端人才。积极推进职务船员培

训、水产养殖素质提升，每年分

批开展面向乡镇、渔业公司、养

殖主体、渔港管理站等政策法

规、业务技能轮训，实现重点人

群培训教育全覆盖。

十是安全系统治理行动。

聚焦问题导向、基础提升，以渔

港与渔业公司管理“双提升”为

主线，深化台州国家渔船渔港综

合管理改革，推进渔业安全治理

现代化。统筹推进“亮剑”“铁

拳”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渔

“三无”船舶、渔业“五超”等违法

行为，强化港渔、海事、公安、海

警等部门间执法监管“信息共

享、数据共通、结果共用”。力促

组建台州市海洋综合执法队，推

动执法力量下沉渔港管理站一

线，县级渔业执法力量入驻渔港

管理站比例不低于 50%。深入

实施渔船精密智控工程，依托

“浙渔安”“船港通”等信息化技

术，提升船舶管控、渔港监管的

智能化水平，实现进出港报告

率、渔船实时掌握率、渔业公司

规范运行率均达 100%，全面提

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

作者系台州市港航口岸和

渔业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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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争先局长谈

以“十大行动”推动台州渔业高质量发展
□徐明堂

台州是国家渔业主产区，宜渔资源丰富，毗邻大陈渔场、猫头渔场等全国著

名渔场，“两湾一岛”（三门湾、乐清湾、大陈岛）是极佳的海水养殖场所，渔业经

济规模处在全省前列。但是，多年来受渔业空间资源约束加剧、科技赋能带动

落后、三次产业发展不均衡、市场运行机制缺位等问题制约，全市渔业产业增速

一直较为缓慢，呈现出动力衰减、后劲不足的现象。

为有效突破渔业发展瓶颈，台州市紧扣高质量、增效益、共富裕，坚持统

筹发展和安全，以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十四五”渔业高

质量发展“十大行动”，培优、育强、延伸渔业产业链，全面提升渔业发展质量

效益。

88月月66日日，，在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渔港在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渔港，，渔船奔赴东海开启捕捞作业渔船奔赴东海开启捕捞作业。。 蒋友青蒋友青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