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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岳海兴

今年冬天，龙江冰雪游火爆出圈，同
样火出圈的还有龙江冷水鱼。

去年 12月 27日，黑龙江“冷水鱼·冬
捕季”系列活动拉开大幕，各地陆续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冬捕、冬钓及冰雪趣味
活动，让前来游玩的游客们深度体验了
捕鱼、赏鱼、品鱼、购鱼的乐趣。

黑龙江省是内陆水域资源大省，域
内大江纵横、大湖棋布。东有乌苏里
江、西有嫩江、南有牡丹江、北有黑龙
江、中有松花江，天然湖泊包括兴凯湖、
镜泊湖、连环湖、五大连池等。因为地
处北方寒冷地区，黑龙江省各大水系年
平均水温偏低，冷水域孕育了丰富的冷
水性鱼类资源，素有“三花五罗十八子
七十二杂鱼”的说法，水产品种的繁多，
由此可见一斑。

如何加快大水面生态渔业规模化、
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步伐？如何将资源
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助推冷水渔业高
质量发展？黑龙江走出了一条生产、生
态、生活相得益彰的大水面生态渔业发
展路径。

生态为基
实现集约化标准化养殖

中国是冷水鱼品种最多、分布最广、
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有近百种之
多。黑龙江省的土著冷水鱼品种主要分
布于黑龙江中游、松花江下游、乌苏里
江流域。

据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兽医
师张雨介绍，2022 年，全省水产品总产
量达 73.5万吨，其中，大水面水产品产量
约占 1/4。

如何实现大水面生态渔业集约化、
标准化，合理利用大水面资源？

针对不同区域的大水面特点，黑龙
江省依据资源禀赋和承载能力，试点实
施“一水一策”技术模式，示范推广“塘
育湖出”“接力养殖”等技术模式，提高
优质水产品产能。

大庆市示范推广“人放天养”大水面
生态增养殖和“陆基圆桶+池塘”等设施
渔业技术模式，全市大水面绿色健康养
殖面积达到 158万亩。

黑龙江北鱼渔业集团有限公司是黑
龙江渔业产业龙头企业。“北鱼集团通
过资源持有、合作运营、合作养殖等多
种模式，积极整合大水面资源，正在推
动镜泊湖、兴凯湖等名特优产品及特色
冷水鱼产业的示范发展。”北鱼集团总

经理康志永介绍。
目前，黑龙江省建设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9个。
为了推动大水面生态渔业集约化、

标准化发展，全省首个市级冷水鱼产业
联合会在大庆市成立。会员企业实施

“龙头企业+基地”生产经营模式，整合
生产、加工、销售资源。目前整合会员
企业水域面积 160 万亩，占大庆市总养
殖面积的 76.2%。

“冷水鱼产业联合会的成立，促进了
联合会成员共同在整合要素资源、优化
产业结构、构建水产产业生态圈、深化
产业研究以及共谋企业发展等领域开展
合作，引领全市冷水渔业高质量发展。”
大庆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科负责人姜
铁军说。

产业聚势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小寒时节，走进哈尔滨市方正银鲫
现代渔业园区的暂存车间，一条条鲫鱼
在水中来回游动，银色的背脊不断在水
面上划出一道道涟漪。

据方正县水产总站负责人介绍，园
区项目投产后将开展现代化主体孵化、
养殖和方正银鲫产业研发等全产业链标
准化生产，年生产方正银鲫原种水花 5
亿尾。在园区建成投用的基础上，规划
建设集冷链仓储及预制菜等深加工于一
体的水产品物流园区，一条完整的冷水
鱼产业链条浮出水面。

最近几年，黑龙江坚持质量兴渔、
三产融合的发展导向，推动冷水鱼产业

特色更鲜明、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效益
更好。

从政策角度来说，为了支持冷水鱼
发展，黑龙江省先后出台《黑龙江省“十
四五”渔业发展规划》《黑龙江省冷水渔
业振兴行动方案（2022-2026 年）》等文
件，为理顺完善大水面经营机制、培育
和壮大渔业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大水面
生态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全力支持大水面头部企业积极开展
水产品深加工项目建设，这也是黑龙江
推进冷水鱼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北鱼
集团在大庆市建设龙江渔业产业园，一
期完成投资 2.2 亿元，项目去年 12 月正
式投入生产。作为黑龙江渔业核心产业
示范项目，该项目集活鱼仓储、交易、预
制菜等水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及饲料加
工为一体，可实现年加工水产品 5000 吨
以上，鲜活鱼类周转销售 1万吨以上。

据统计，2022 年，黑龙江省有水产
品加工企业 19 家，用于加工的水产品
总量 2.7 万吨，水产加工品总量 1.3 万
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线的鲟、鳇、
大马哈鱼及鱼子酱、兴凯湖的秀丽白
虾、海林莲花湖的池沼公鱼、杜蒙县连
环湖的大银鱼等鱼产品加工产业持续
稳定发展。

品牌助力
打造龙江特色名鱼

龙江冷水鱼绿色有机、品质好。这
是打造龙江冷水鱼品牌的基础。如何打
造地域特色突出、产品特色鲜明的国内
知名品牌体系？

2023 年 6 月，中国（抚远）冷水鱼预
制菜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黑龙江抚远顺利
举办。在大会上，抚远市与中国预制菜
产业联盟展开合作，将抚远市的资源和
产业优势与预制菜产业联盟的行业融合
优势深度结合，不断延伸冷水鱼产业链
条，深耕预制菜产业细分市场，形成优
势突出、特色鲜明、竞争有力的“冷水鱼
预制菜”产业体系，以差异化、生态化、
品牌化、国际化为发展路径，力争打造

“全国冷水鱼预制菜之都”产业品牌。
品牌是区域产业发展的开路先锋，

产业也为品牌发展提供支撑。
“我们正在实施渔业品牌战略，加快

发展以‘黑土优品’为引领的渔业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努力实现品牌溢价。”张
雨说。

目前，黑龙江省 6 家企业的共 53 款
冷水鱼产品被授予“黑土优品”农业品
牌标识使用权。

“我们建立渔业品牌库，突出连环
湖、鹤鸣湖、茂兴湖、石人沟等水产品品
牌，着力打造地域特色突出、产品特色
鲜明的国内知名品牌体系。目前，大庆
市水产绿色、有机认证品种 20 个，拥有

‘连环湖鳜’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4 个。”
姜铁军说。

“连环湖鳙鱼”在 2019 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千企万品助增收”活动中，被评
为最受市场欢迎的名优农产品和全国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 2023 年的黑龙
江“冷水鱼·冬捕季”系列活动开幕式
上，中国渔业协会授予大庆市“中国冷
水鱼之都”称号，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
授予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湖鳙鱼

“全国首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
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识认证的还有

镜泊湖红尾鱼，镜泊湖鲢鱼、鳙鱼、鲌鱼
等 10 种主要经济鱼类成功获得国家有
机食品认证。宁安虹鳟鱼、镜泊湖红尾
鱼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地产特色名鱼，
进京鱼供货量年均已超过 40万斤。

连环湖大银鱼和鳙鱼、兴凯湖大白
鱼、镜泊湖红尾鱼和红罗白鲢、青花湖
鳜鱼、五大连池矿泉鱼等特色名优品
牌，早已红遍大江南北。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资源优势，推
进产业融合，注重科技创新，强化品牌
赋能，抓实招商引资，加快大水面生态
渔业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步伐，
助推冷水渔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中
国饭碗’提供更加多样、更有营养、更加
安全的优质龙江鱼。”黑龙江省农业农
村厅厅长王兆成说。

龙江冷水鱼何以一路领“鲜”
——黑龙江省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观察

□□ 陈雪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湖北省武
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联合武汉洪
山区禁捕办、武汉市钓鱼协会对长
江天兴洲水域开展护渔净滩行动，
对沿江钓友进行了禁渔政策宣传，
收集废弃渔钩、渔线，并对沿岸丢弃
的垃圾进行了清理，加强长江枯水
季流域禁捕执法监管，维护节前良
好禁捕秩序。

天兴洲被称为“武汉的世外桃
源”，这里水草丰茂、碧波荡漾，成群
结队的鸟儿在此嬉戏，是长江江豚、
鮰鱼等许多珍稀鱼类栖息地。同
时，这里也吸引了不少钓鱼爱好者
前来进行垂钓。

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四大
队执法人员徐雯说：“不管是又细又
韧的渔线，还是遗弃的带刺渔钩，可
能都会对附近栖息的鸟类及生活在
湿地里的动物造成伤害，同时，废弃
的网具、丢弃的垃圾也会影响到生
态环境，开展护渔清滩行动具有现
实意义。”

洪山区禁捕办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每年冬季枯水期，由于河道淤积
变浅形成大片沙滩，实施长江十年
禁渔以来，江里的鱼变得越来越多
了，每天在这里巡江护渔，都会看到
飞鸟捕鱼的场景，切实感受到禁渔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现在越来越
多的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也加入到护
鸟护渔行列中来了，持续推进了天
兴洲湿地生态修复。

一年起好步、管得住；三年强基础、顶得住；
十年练内功、稳得住。今年是长江十年禁渔的第
四个年头，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切实巩固禁捕退捕工作成果，加强多部门联合执
法，严厉打击各类涉渔违法行为，积极推动长江
干流等重点水域垂钓管理立法，打造具有武汉鲜
明特色的垂钓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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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春植

“这是国家二级保护鱼类——胭脂鱼，要原地放生的。”去年
11月底，重庆市长寿区的钓获物监测员雷志兵在长江长寿段进
行日常巡护时，发现岸边垂钓爱好者误钓了一条珍稀鱼种，他立
刻对这条胭脂鱼进行量体、称重、拍照，并督促垂钓人员将其放
生。随后，雷志兵将所拍照片上传到了当地开发的“渝钓通”小
程序，不一会便领取到一笔奖励金。

雷志兵曾是长江上的捕鱼能手，利用一条破旧的渔船就担
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而随着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开展，同许
多渔民一样，他不得不“洗脚上岸”，开始到岸上讨生活。“我们渔
民一没学历二没别的技能，很难就业。但我们不能放弃，还得想
法子赚钱养家。”回想起刚刚上岸的日子，雷志兵十分感慨。为
了快速融入岸上的生活，他先是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渔政协助巡
护队伍，在长江边上进行日常巡护，协助渔政部门打击非法捕
捞，引导规范垂钓行为。工作虽然有了，但每个月2000多元的微
薄收入还是让他的生活捉襟见肘，这样的情况让他十分惆怅。

2023年8月，为了帮助退捕渔民增加收入，湖北省长江生态
保护基金会和重庆市休闲垂钓协会针对退捕渔民组织了钓获物
监测培训，雷志兵马上报名学习了培训课程，巡护之余，又成为
了一名钓获物监测员。“这项工作需要我们熟悉鱼类知识，掌握
一定的垂钓技巧。我们长期在水边工作，学起来不算难。”雷志
兵说，钓获物监测算是一个兼职，平时只要在巡护过程中发放规
范文明垂钓的宣传资料，看到误钓的珍稀鱼种及时上传“渝钓
通”小程序，就能拿到一笔20-50元不等的奖励金。除了进行钓
获物资源监测，雷志兵还经常在小程序上有偿分享钓点动态，总

体算下来，每个月能增收1000-2000元。
重庆市休闲垂钓协会秘书长薛元鹏告诉记者，目前平台上

保护物种任务奖励数据有 43条记录，外来物种任务已奖励数据
有115条记录，为重庆市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提供了宝贵的补
充数据。不仅有助于了解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状况，也为制定
更加科学的保护政策提供了依据。

和雷志兵一样努力转产就业的，还有巡护队里的符小兵。
自从放下渔网后，年轻的符小兵一度陷入了迷茫和无助，在江上
他是最出色的捕鱼人，到了岸上却难有用武之地。

2023 年 5 月，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和重庆市休闲垂
钓协会举办的钓鱼裁判员培训班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培
训过程中，符小兵认真学习了钓具钓法知识、裁判规则、赛事组
织等方面的知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执裁能力，这也让他
看到了自己的出路。

“去年 6月底，我第一次以助理裁判员的身份参加国家级赛
事，紧张又激动，感觉一下子有了奔头。”符小兵笑得很爽朗，语
气里也很自豪。据了解，2023年6月，在重庆市长寿湖举行的中
国·长寿湖休闲垂钓国家级大赛中，通过培训的八名退捕渔民以
助理裁判员身份参加了赛事，均凭过硬的专业素质和良好的心
态，圆满完成任务。

薛元鹏介绍，重庆市有3500家以上钓场，每年3-10月份，很
多钓场每周都会举办娱乐性的赛事活动，经过重庆市休闲垂钓
协会的协调，经过培训的退捕渔民可就近兼职裁判员，每场赛事
能收入600-900元。

参加国家级赛事的经历让符小兵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他继续参加各种钓鱼比赛裁判员工作，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去
年7月底，经过实训后的符小兵在重庆市休闲垂钓协会组织的裁
判员考试中表现出色，获得了省级钓鱼比赛裁判员资格证，这意
味着他具备了独立执行裁判员工作的能力，也为他打开了新的
职业道路。

“秘书长，我也想参加钓鱼裁判员培训，想先和您报个名。”
前不久，薛元鹏收到了退捕渔民赵家福的微信。薛元鹏说，符小
兵等人的成功经历激发了很多退捕渔民的就业热情，像这样的
报名信息他已经收到了很多。下一步，将继续组织推广钓鱼赛
事裁判员、钓获物监测员等培训工作，为更多退捕渔民提供就业
机会，帮助他们实现稳定增收，同时也为推动休闲渔业的健康发
展贡献力量。

解锁新技能：退捕渔民又多了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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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十年禁渔以来，各地有针对

性地开展了长江退捕渔民就业帮扶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从今日起，本版陆续报道各地退

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的先进经验和

生动故事，以资借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春植

近日，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民政部组成联合调研组，专
题调研安徽省、江西省长江退捕渔民安
置保障工作。

调研组通过实地调研有关企业、深
入走访退捕渔民、开展座谈交流等形
式，全面掌握了两省在退捕渔民就业帮
扶、养老保险、兜底保障等方面政策落
实情况和存在的困难问题。两省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关
于退捕渔民安置保障的工作要求，就业
帮扶、养老保险和救助保障实现了全覆
盖，退捕渔民生产生活实现了平稳转型
过渡，生活条件和保障水平都较退捕前

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被访谈的退捕
渔民和基层干部普遍拥护支持长江十
年禁渔，对党和政府实施的安置保障政
策措施感到满意。安徽省通过“捕转
养”产业安置、就近企业吸纳等多元渠
道，实现退捕渔民相对稳定就业。江西
省重点针对专业退捕渔民提升养老保
险水平，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为长江十年禁渔平稳实施和巩固提升
提供了坚实保障。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将根据本次调研掌
握的情况，继续督促指导沿江有关省份
拓宽转产就业渠道开展帮扶，落实好养
老保险补贴政策，为困难群体做好兜底
保障，持续巩固好已经取得的成果。

三部门联合调研长江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春植

记者从浙江省温州市海洋与渔业执
法支队获悉，春节在即，为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该支队全面加强春节前
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工作。

据了解，该地在前不久印发的《开展
元旦、春节期间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专
项执法检查的通知》中要求，节前要全面
检查养殖生产者的库房、记录以及养殖
现场药瓶、包装袋等残留痕迹，对每一检
查对象做好执法检查记录，对轻微违规
的出具责令整改通知书，对涉嫌使用禁
用药物的立即转入立案查处程序。针对
前期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不合格养
殖场开展市县联合执法检查，责令养殖
户在监督抽检结果出具前，暂停销售水
产品。同时，加强对养殖户的宣传教育，
宣讲农业农村部《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1
号、2号》，提升养殖户的政策知晓率。

“渔政执法深度参与监督抽样过程，

执法力量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有问题的养
殖主体，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办案的时
效性。”温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队员
介绍，今年是温州市“治违禁、控药残、促
提升”三年行动对重点农产品开展跟踪
监测评价的最后一年，执法工作中，要对
前期风险监测中发现的问题、存在的隐
患和高风险品种的重点养殖场开展“回
头看”，对不及时整改的养殖场严厉处
置。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公安部门追
究刑事责任，从源头杜绝不合格水产品
流入市场。

此外，执法工作大力聚焦规模型水
产品养殖场点监管，积极联合质监处、渔
业技术推广站等单位开展水产品质量安
全保障，进一步强化初级水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同时，该地加强与公安部门协
作，以执法协作备忘录为依托，进一步完
善案件移送、执法联动、案件取证、信息
共享等行刑衔接机制，从源头杜绝不合
格水产品流入市场。

浙江温州市
全面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工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赵炜

日前，广东省首个中欧海洋渔业产
业创新园战略合作暨粤东合作项目成功
签约。此次签约通过资金及专利技术入
股等形式，引进挪威巴林海洋渔业公司
作为合作伙伴，在汕尾市、东莞市开展海
洋渔业项目合作，共同搭建中挪渔业合
作交流桥梁。

此次签约的中欧海洋渔业产业创新
园和海洋渔业合作项目，将致力于探索
三文鱼陆基工厂化养殖、三文鱼鱼子酱
加工、可升降重力式深水养殖网箱建造
等系列创新型业务。各方将通过引进挪
威可升降重力式深水养殖网箱设计建造
技术，改进广东现代化海洋设施装备配
套水平，提升抗台风能力，让深远海养鱼
更具经济效益。

据了解，挪威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探索海上养殖，海产品成为其第二大
出口产品。为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

动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代表团多次与巴林
海洋渔业公司交流对接，促成了此次合
作签约。

目前，广东出台了 17条支持现代化
海洋牧场建设的政策措施，加快编制《广
东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总体规划
（2023-2035 年）》，全省新建成重力式深
水网箱 622 个、桁架类网箱 3 个，全国首
台由广东制造的自升式桁架类网箱、广
东首个 3 万立方米智能渔业养殖平台

“海威 2 号”在湛江下水投产，全省 14 个
沿海市已开工海洋牧场项目达48个。

“这次在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
上与挪威企业合作，共同创建中欧海洋
渔 业 产 业 创 新 园 ，是 一 个 良 好 的 开
端。”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
长刘棕会表示，广东将围绕支持现代
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措
施，深化中欧海洋渔业交流合作，推动
全省现代化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
首个中欧海洋渔业产业创新园成功签约

图为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湖渔业有限公司大水面养鱼捕捞
现场。 宁博 摄

关注退捕渔民就业生活

图为签约现场。 资料图

近日，湖南省宁远县久安背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捉鱼节”，全村男女老少一起聚
在鱼塘边，抓鱼、洗鱼、装鱼、过秤，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场面十分热闹。据了解，当
地的“捉鱼节”已经传承了200多年，每年惊蛰时分，村里向鱼塘内撒下鱼苗，待到年
底，将塘内产出的鱼打捞上来均分给村民，寓意着年年有余。 骆力军 何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