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地处环渤海核心地带，毗邻辽宁、天津、山

东，海岸线总长 487 公里，管辖海域 7200 多平方公里。

作为渤海综合治理的主要省份之一，近年来，河北省渔

业渔政队伍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困难的环境中坚守岗

位，维护伏休秩序，控制海洋捕捞强度，加大对涉渔“三

无”船舶打击力度，使得河北省海洋渔业生产秩序明显

好于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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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综合治理长抓不懈
——河北渔政执法工作见闻

□□ 本报记者 韩超

近年来，江西按照“转方式、调结构、提质
量，促加工、活流通、稳增长”的发展方针，围绕
渔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深入推进
渔业转方式调结构，促进绿色兴渔、质量稳渔、
品牌强渔，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了解，2018年以来，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先
后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高密度集约化水产养
殖的通知》《江西省渔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行
动计划（2019-2020年）》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从制度上对渔业绿色发展进行了严格规范，要
求加快《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科学调整水
产养殖生产布局、开展养殖尾水治理试点示范、
推广健康生态养殖技术模式、推动渔业信息化
管理方式创新；同时要求优化养殖空间布局、提
升发展质量、推进绿色养殖、推进三产融合，积

极排查违规养殖行为，按照湖库属地管理原则，
认真清理湖库“三网”养殖。据统计，江西共清
理湖泊水库网围养殖 8.94 万亩、网栏养殖 6.04
万亩、网箱养殖250.69万平方米。

同时，江西积极优化养殖空间布局，为水产
养殖业绿色发展提供空间依据。截至目前，全
省已完成 94个县（市、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
制与发布工作，科学划定水域滩涂禁养区175万
亩，限养区347万亩，可养区272万亩。

“目前，11个设区市正在开展规划编制，其
中，南昌、上饶2个地市已以政府名义发布，其余
9个地市预计今年底前完成发布。江西已经启
动了省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江西省
农业农村厅巡视员龙宇闻说。

近年来，江西还大力引导健康养殖，重点开
展了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创建活动，推广了草鱼
免疫防疫、池塘鱼-菜共生、池塘内循环流水养
殖、集装箱养殖等一批健康养殖技术，从内源上

养好水进而养好鱼，为水产健康养殖提供了技
术保障。

据介绍，全省已创建农业农村部渔业健康
养殖示范县 4 家、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达 463
家，示范面积135万余亩。持续在全省范围内推
广草鱼免疫技术，减少草鱼病害发生，全省草鱼
免疫保护率达 80%以上。重点示范推广了池塘
鱼-菜共生、池塘循环流水养殖、集装箱循环水
养殖及连片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等4项技术，建立
了池塘鱼菜共生示范基地 8000余亩、池塘循环
流水养殖水槽 60 余条、循环水养殖集装箱 40
个、集中连片池塘养殖尾水处理技术示范面积1
万余亩。

此外，江西还对养殖结构不断调优。在养
殖品种结构方面，大力发展名特优水产品养殖，
重点打造虾蟹（小龙虾、河蟹）、鳝鳅（黄鳝、泥
鳅）、龟鳖（乌龟、甲鱼）等3个百亿产业及山区小
型经济鱼类、蛙类等适销对路的特色品种。

2019 年前三季度，全省名特优水产品产量 59.7
万吨，同比增幅 5%，占全省水产品产量的 33%。
在养殖基础设施上，先后改造升级 84个优势特
色水产品健康养殖基地、8个优势特色水产种业
规模化繁育基地，推广渔业生态健康养殖技术，
推动特色、高效、健康水产养殖方式的普及，推
进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特别是在稻渔综合种养
方面，今年5月，召开稻渔综合种养新闻发布会，
集成创新并推广了稻鳖、稻鳅、稻蛙、稻蟹、稻鱼
综合种养等 6种模式，督促各地严格按照《稻渔
综合种养技术规范·通则》要求，因地制宜发展
稻渔综合种养，创建了 10个整县推进稻渔综合
种养示范县，建立了一批稻渔综合种养扶贫基
地，引领农民脱贫增收。

据统计，江西全省180余家渔业经营主体对
接3900余户贫困户，为其带来稳定增收。目前，
全省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 130 万亩，亩均增效
1600元以上，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30%以上。

布局结构调优，健康养殖发力——

江 西 绿 色 渔 业 看 点 多

今年伏休以来，河北省深入贯彻落实农
业农村部要求和河北省政府关于海洋伏季
休渔管理工作部署，围绕休渔管理工作目
标任务，完善执法协作机制，不断加大海
陆执法力度，保持高压执法监管态势，破
获了多起伏季偷捕案件，对非法捕鱼分子
形成了有力威慑，使得伏休形势总体秩序
明显好于往年。

唐山市农业农村局渔政渔港处副处
长王恩军告诉记者，今年 8 月，唐山市伏季
休渔办公室联合海警部门组织开展“猎狐
行动”专项计划，成功查扣了 15 艘辽宁籍
渔船，并将渔船移交到渔船船籍港所在地
处理。伏季休渔期间，唐山市共查获违法
捕捞案件 83 起，已经办理涉渔案件 30 起，
没收非法捕捞渔获物 6000 余公斤，处罚
23.39 万元，其中涉刑案件 8 起，已全部移
送属地公安和海警部门进行处理，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在唐山市丰南区，记者见到了丰南区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晓明。他告诉记者，伏休
期间丰南区利清淤管线对辖区渔港的河口
进行了封锁，用于封锁河口的钢管总重超过
100吨，并且空心的钢管还可以随潮水涨落，
能够有效解决渔船随涨落进行偷捕的现
象。同时，多渠道利用雷达等已建成的高科

技手段，实时监测海上违法捕捞渔船动
态。在河口设立监测站，伏休期间安排人
员 24 小时值班，确保了全区休渔秩序的基
本稳定。

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综合执法支队
常务副队长殷冬介绍，针对今年伏休期出现
的快艇偷捕新方式，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
多次组织沿海县区渔政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检查，充分利用渔船渔港视频监控系统、岸
线巡查、夜间蹲守围堵等手段，针对利用渔
船运输偷捕、快艇夜间偷捕的违法行为，积
极与海警等部门联动执法，快速、精准打
击。今年 5月，在伏季休渔初期查获了一起
案情复杂、渔获物数量较大的偷捕案件，查
获渔获物皮皮虾 9972.2斤，螃蟹 40斤，后经
价格部门认定案值达628562.53元。秦皇岛
市海洋和渔业局多次与河北海警支队进行
案件会商，认为该案涉嫌违反了《刑法》第
321条，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
收益罪，并于 6月 4日将该案移送海警公安
机关。

今年伏休期间，秦皇岛市共查处违
法案件 56 起，其中，查处利用快艇、橡皮
艇从事涉渔偷捕案件 16 起，向公安机关
移送涉刑案件 5 起，对违法分子形成强
大震慑力。

“干渔政工作太辛苦了，基层的渔政
员太难做了！伏休期间，查不到船，着急；
查到船，生气；逮到船，无奈。为什么说无
奈呢？一条船牵扯着一家十几口人，靠船
吃饭、靠船上学、靠船养老，面对这些情
况，我们渔政执法人员很无奈。”唐山市渔
政检查大队大队长张春生说。在中国渔
政 13218 船上，记者见到了这位 1963 年出
生，干了近 30 年渔政工作的老渔政员。很
难想象，去年刚刚做了 3个心脏支架的他，
现在依旧坚守在渔业执法的一线上，出海
巡查、登船检查、船上值守，在伏休期间全
市组织的 4 次海陆执法检查行动中，他从
未缺席。他的同事们都在背地里劝他别
这么拼命了，可是他却说，渔政使命大于
一切。

在北戴河新区渔政执法站，记者见到了

近来鼻炎发作严重、眼睛通红的洋河口综合
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欣。前几天，他在执法过
程中不小心摔伤了头，医院检查后确诊为脑
震荡，可刚输了两天液，他就又回到了执法
岗位上。他说：“渔政执法人手有限，这儿的
工作离不开他。渔政工作是份危险的工作，
除了工作中受伤，工作以外的生活也受到威
胁。渔政人员被跟踪、被恐吓是常事儿，大
队里的渔政人员的家住在哪里、车牌号多
少、家里人都是干什么的，违法分子都打听
得清楚，连自己也被跟过多次。可是，渔政
人员不能因为怕了，就不干了。既然穿上了
执法这身衣服，就要对得起这片海洋、这份
责任。”

北戴河新区海洋和渔业综合执法支队
副队长王宝刚告诉记者，今年 4月，昌黎的
大部分海域划归到北戴河新区。目前，北戴

渤海综合治理是构建海洋生态安全的
重要屏障，是改善渤海生态环境的重大举
措。据了解，今年以来，河北省各级渔业部
门严格按照《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
划》要求，以海洋伏季休渔执法、渔港环境
综合整治、海洋捕捞强度控制、涉渔“三无”
船舶取缔等为重点，扎实开展各项渔政执
法工作，切实保护渤海渔业资源和水域生
态环境。

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首先要持续维
护伏休秩序稳定，河北省渔政部门坚持“依港
管船、定人连船”，突出对“重点环节、重点区
域、重点对象”的监管；强化与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协调联动，建立打击违法捕捞全链条监
管机制；突出行刑衔接，统一处罚标准，对伏休
期间利用“三无”船舶偷捕，使用“绝户网”等违
规网具作业等严重违规渔船，重拳出击、坚决
打击。

同时，严格控制了海洋捕捞强度，河北
省渔政部门积极开展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
产工作，3 年来共计减船 240 多艘，减少功率
20000 千瓦，有效降低了近海捕捞强度。根
据农业农村部安排选定海蜇开展限额捕捞
试点工作，印发了《河北省 2019 年度海蜇专
项资源品种限额捕捞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在丰南、黄骅等地开展了试点工作，探索逐
步建立健全限额捕捞相应制度，进一步保护
海洋渔业资源。

面对数目庞大的违规渔具，河北全省开
展了清理整治海洋违规渔具专项行动，加大
重点海域、渔港码头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清
理取缔“绝户网”和整治海洋违规渔具。截
至目前，仅唐山市就清理地笼网 1100 余条
（8000 多米）、刺网 300 余条（5000 多米），导
向插网陷阱网囊 1000 余延长米；强制拆卸小
型吸蛤泵 19 台、泵粑子 5 套、拖网分水板 20
副、拖网 60条。

为进一步稳定渔业生产秩序，河北省加大
了对涉渔“三无”船舶的打击力度。对港口、停
泊点停靠船舶逐艘查验，对照船舶证书、标识
等确定船舶身份，对标识不规范的船舶，采
取禁止离港、指定地点停靠等强制措施。对
套用其他渔船证书制造或购置的渔船，一律
按“三无”船舶处理，坚决挤压涉渔“三无”船
舶活动空间。据了解，2018 年以来，秦皇岛
市委市政府持续推动海洋涉渔“三无”船舶
清理整治工作，共取缔海洋涉渔“三无”船舶
1454 艘，其中，北戴河新区共拆解主动上交
的“三无”船舶402艘，实现了管辖海域内无“三
无”船舶生产的目标。

□□ 胡婧 本报记者 刘一明 文/图

河新区管辖海域面积90万亩，实际管理海岸线
长度60公里。管辖洋河口、新开口2座国家级
渔港，大蒲河、人造河2个停泊点。辖区内有捕
捞渔船 407艘、养殖渔船 1295艘。因执法范围
扩大，管辖的渔港增多，加大了执法工作强度，
且承担着打击海上走私渔港检查任务和岸线
执法巡查工作，执法装备严重不足。渔政执法
快艇除了一艘是大队的，还有一艘是租用的。
有一次，渔政人员出海执法巡查，快艇坏在了
几海里外，手机又没有信号，联系不了求救，渔
政人员只能徒手划回来。除了执法装备落后，
执法人员生活保障不足也是大问题。渔政执
法人员在船上执法期间没有任何补助，连饭费

都要自己花，很多人的工资水平才不到 2000
元。

据了解，目前渔政执法面临的问题一是
基层渔政执法人员变动较大，一些新人业务
不熟不精。部分地区渔政执法人员年龄出
现缺员断层，执法人员平均年龄在 45 岁以
上，难以满足日益繁重的执法工作需要。二
是联防联管机制不够完善。渔政、公安边
防、海警、海事等海上执法各相关职能部门
之间职能、权责不够清晰，联防、联控、联管
的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海上渔业综合执法
能力有待加强，容易出现政出多门、各自为
政、执法不严的问题。

渔政出击严厉打击伏休偷捕

基层渔政人员在困境中坚守岗位

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图为唐山市渔政执法人员清缴各类违禁渔具。

尾水循环利用 对虾文蛤两收——

江苏响水创新虾贝
生态共养模式获双赢
□□ 张茂华 本报记者 韩超

近日，位于江苏省响水县三圩盐场内的强林海水养殖家庭农
场正在取捕日本对虾，一筐筐对虾分拣装车后将运往沿海、苏南等
大中城市水产品市场。

“日本对虾亩均实现 70 公斤，目前，红壳文蛤已长到 3.5cm/
粒，亩均产量在200公斤，效益十分可观。由于实行虾贝生态共养
新模式，虾类塘口内的部分饵料经过尾水循环利用，既节约成本，
又生态环保。”农场负责人顾彩林介绍说。

今年春天，响水强林海水养殖家庭农场在江苏省水产研究所
和县水产站的技术指导下，创新养殖模式，对260亩养殖塘口进行
标准化改建，形成虾池 4个，贝类池 1个，利用翻水泵和管道，以及
虾贝池塘的水位落差特点，实现项目区内的养殖用水的内部循环
体系，从而将日本对虾池内肥水流入贝类池，净化后自然排放，产
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这种循环利用的养殖模式，有力地保证响水县日本对虾产业
向绿色生态环保发展，同时实现养殖品种的多样化，提高养殖业主
的抗风险能力，节约成本，增加收益，为推动响水县海洋经济产业
结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响水县水产
养殖技术指导站站长徐丽平说。

2019 年以来，响水积极探索新型生态养殖模式，切实规范
水产养殖行为，明确水域养殖利用方式，综合权衡水域生态自
净能力和人工措施调节能力，分类控制水域利用强度。依法规
范养殖行为，科学指导调水、防病用药，并为养殖尾水达标排放
提供检测依据。同时，积极支持重点渔业生产单位和连片池塘
养殖基地完善生态沟渠配套建设，示范推广鱼菜共生、池塘循
环水养殖、稻田综合种养结合等生态渔业模式，推广应用物联
网实时监测手段和物理、生物、化学等改水净水技术措施，推进
渔业绿色发展。

10月22日，来自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等13个国家的70名
精英选手在河南省光山县龙山湖进行国际舟钓锦标赛比赛。

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集防洪、灌溉、城市供水、发电、旅游开
发于一体的人工湖，生态环境优美，渔业资源丰富。本次比赛的目
标鱼设定为翘嘴、红梢和鳜鱼三类。赛事总奖金为税前 5 万美
元。比赛采用目前国际上盛行的卡亚克与路亚完美结合的钓鱼方
式，单人单艇并且无动力，使得该运动更加的绿色环保和休闲健
康。同时它也是一项集合了战略思维、战术运用、钓技、体能于一
体的全面钓鱼运动。 盛鹏 谢万柏 摄

让公众认识海龟、了解海龟、保护海龟——

纪录片《海龟奇“援”》
在上海发布
□□ 李磊 本报记者 韩超

10月28日下午，中国海龟保护联盟、野生救援（WildAid）和优
酷在上海联合发布保护海洋系列纪录片《海龟奇“援”》。农业农村
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上海专员办有关负责同志，
中国海龟保护联盟主任委员李彦亮，优酷纪录片中心总监张伟，野
生救援北京首席代表史蒂夫，公益大使彭于晏及《海龟奇“援”》总
导演Andrew Wegst出席了发布会。

据介绍，《海龟奇“援”》是一部以海龟保护为主题的系列科普
纪录片，旨在帮助公众了解海龟，提升海洋保护意识。从剧本设计
到最终成片，《海龟奇“援”》得到了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该片由曾荣获第 38届
美国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最佳摄影奖”的Andrew Wegst担任总
导演兼总摄像师，以公益大使彭于晏亲身参与实地保护的经历为
主线，途径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和中国等地，跨越三大洲，总行程超过三万公里，全面展示海龟在
我国、东南亚和南美洲等地的生存现状以及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
战。《海龟奇“援”》共三集，每集约25分钟，将于今年底在优酷独家
播出。

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全球气候变化等原因，海龟的栖息地
受到破坏，加之持续的非法贸易和误捕误伤，海龟野外种群快速萎
缩。为保护海龟，目前海龟所有种均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和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
（CMS） 附录Ⅱ，并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评价
为受威胁物种。我国也已将全部海龟列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2018年 5月 23日，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正式成立。同年 12月，
农业农村部发布了《海龟保护行动计划（2019—2033年）》，旨在加
强中国海龟保护管理，有效应对海龟保护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在全国范围内对海龟保护管理工作进行统一部署。中国海龟保护
联盟已连续两年组织开展“世界海龟日主题宣传活动”。

中国海龟保护联盟主任委员李彦亮表示：“2018年以来，中国
海龟保护联盟的近百家成员单位在全国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活
动，广泛宣传海龟保护知识，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并举行多次放归
活动，联合各地将被误捕、救助康复后的海龟放归大海。我们希望
通过既广泛又有深度的宣传，引导正确的保护行为，充分发挥公众
在海龟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完善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
下一步，中国海龟保护联盟还将积极推进沿海社区渔民宣传教育
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海龟，了解海龟，保护海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