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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休闲渔业发展迅猛，为老百姓休闲度假提供了新去处、新场景和新体验。按照当前休闲渔业的发展势头，预计到
2025年我国休闲渔业增加值有望达到2000亿元。而另一面，休闲渔业占渔业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尚不足5%，相比发展水平较高的
国家仍有差距。显然，在这中间还有不少的路要走。

业界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法律、制度等政策层面的保障能否跟上？技术、体系方面的支撑是否足够“给力”？休闲渔业高峰
论坛召开之际，记者前往浙江三门进行了相关采访，我们将这组报道一起呈现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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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甜三门”名气响，农渔文旅抱团上——

浙江三门：“讨小海”盘活大产业
□□ 本报见习记者 王焱麒 记者 韩超 文/图

“芙蓉青蟹、椒盐鲍鱼、豆豉黄鱼、香酥毛
刀鱼、老式支鱼……”前不久，浙江省台州市
三门县举办的“百姓尝百鲜”美食节上，100
余道海鲜菜品展示在 50米的长桌上，供游人
免费品尝。

“我要拍这个菜。”一个抱在爷爷怀里的
小女孩指着菜肴兴奋地说。簇拥的人群中，
此起彼伏的快门声，展台上精致的海鲜菜肴
赚足了眼球。

近年来，从“鲜甜海鲜”到“鲜甜产业”，再
到“鲜甜生活”，三门人“讨小海”的传统被赋予
了新的活跃生机。江浙一带的海边人把在浅
海滩涂上拣拾水产品称为“讨小海”。

深挖山海资源 激活本土优势

让三门人感到骄傲的是，美食节上花样繁
多的菜品，都是以当地特色小海鲜为食材或主原
料制作而成的，“中国青蟹之乡”“中国小海鲜之
乡”的美名当之无愧。三门的海味究竟有多富？

三门县地处东海门户、中国黄金海岸线中
段的三门湾畔，素有“三门湾、金银滩”之美
誉。这里有59万亩浅海，21万亩滩涂，19万亩
海水养殖基地，盛产鱼、虾、贝、藻、蟹等五大类
200余种海鲜。

在三门，县域面积的2/3是陆地，1/3是海
洋；全县 1/4的人口从事与小海鲜相关产业。
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和勤劳智慧的三门人，使
这里成为浙江省渔业转型发展先行区、海水养
殖第一大县。

除了小海鲜，三门还有众多源远流长的历
史遗存，如拥有古宗祠群、古民居等人文瑰宝的
东屏村、岩下村、包家村、黄泥洞村等古村落；更
有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如千洞套叠的蛇盘岛，
鸥鸟翔集的五子岛，浪激雾溅的扩塘山岛等。

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风貌，三门县
的旅游资源都像这里的滩涂一样富饶。那么，
如何把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转化经济优

势呢？

拉动“鲜甜”经济 赋能融合发展

多年来，三门县委县政府始终坚定不移沿
着“八八战略”的指引，充分发挥山海资源优
势，全力打造“鲜甜三门”的金名片，全领域植
入“鲜甜品牌”，形成海上陆上“两个 20万亩”
鲜甜产业、50亿小海鲜产值，实现了“山海资
源”向“鲜甜经济”的完美嬗变。

尤其是近两年，为做优品质，做响品牌，通
过放大小海鲜的鲜甜品牌优势，确立以打造“鲜
甜三门”区域公共品牌为总抓手，以一个整体品
牌来引领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农渔文旅一体发
展，形成共同品牌抱团闯市场、整体环境形象做
营销、全民致富增收奔小康，实现生产、生活、生
态融合，产业环境致富共赢的品牌建设模式。

“鲜甜产业”富口袋，“鲜甜环境”入画来，
勾勒起三门特色的全域画卷。

据了解，当地还把鲜甜元素植入到全域旅
游等发展全过程，并结合海洋、农耕、渔俗、海
防等文化，让鲜甜环境、鲜甜产业相融，串起了

一个由红色岙楼、橙色珠港、黄色下岙、绿色岩
下潘、青色船帮里、蓝色渔家岙、紫色黄泥洞组
成的“七彩鲜甜旅游圈”，呈现出点上精致、线
上出彩、面上美丽的乡村旅游特色。

同时，三门还正以全链创新、多产融合之
势，力促农渔文旅融合发展。

在花桥，围绕“一果”“一鲜”“一画”，融入
摄影、“水产+柑橘”特色产业等元素，打造“海
上田园”摄影小镇；在潘家小镇、渔家岙等“网
红村”，深挖吃、购、游的文章……三门湾畔，蟹
乡正展示着三门特有的海风渔韵，创造群众向
往的“鲜甜生活”。

借势唱响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三门县渔业经济产值保持逐年大
幅提升。2018年，小海鲜产值超过50亿元；全
县小海鲜养殖从业人员增长至 10万余人，带
动农户人均增收 1 万多元；全县再掀“旅游
热”，仅今年上半年，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202.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0.92%；旅游创收
8370.55万元，同比增长95.47。

与此同时，一项项殊荣也相继“花落”三
门：先后被评为国家气候康养县、部省共建乡
村振兴示范县；三门青蟹、跳跳鱼、缢蛏、望潮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三门青蟹品牌价
值达到 40亿元，成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全国百强品牌农产品，获得 2019年中国最具
影响力区域品牌第 69位，海产品类别排名第
一；三门的共享“鲜甜”小康路被评为 2019年
度浙江省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优秀案例。

乘势而上，三门决定为这堆“旺火”再添新
柴。作为“毛遂自荐”的重要平台，“中国小海
鲜博览会”成了三门打响鲜甜品牌的新阵地。
2018年，在中国渔业协会的扶持和指导下，三
门县成功举办了首届小海鲜博览会。以会为
媒、以节会友，三门通过博览会展示本土小海
鲜的独特魅力，更大范围地吸引客商，谋求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

而刚刚过去的第二届小海鲜博览会，也让
三门对未来有了更高的期许。

“经过几年的实践，三门逐渐走向一二三
产融合、农渔文旅一体化发展，‘鲜甜三门’已
成为我们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领群众实
现全面小康的致富品牌。小海鲜博览会是新
产品和新技术展示的重要平台，希望以此推动
农渔领域的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三门县
委副书记、县长李昌明说。

据介绍，未来，三门将紧紧围绕“鲜甜三
门”，发挥资源优势，做好旅游全要素保障，尤
其是做好吃、购、游三大文章，助推“乡村变景
区，民居变民宿，产品变商品”。

“每篇文章都有切实可行的做法。三门计
划开发特色菜肴小吃，评比产生‘鲜甜廿碗’，
打造海鲜美食街区、休闲夜市，让人们吃到海
鲜就能联想到三门；同时，融合农耕、海洋、民
俗、饮食、古村落等文化元素，打造‘农田+文
创+街区+电商’全产业链的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大力开发青蟹、小海鲜、甜瓜、枇杷等特
色农渔产品，设计包装成旅游商品，延伸消费
链。”李昌明说。

□□ 本报记者 韩超

10月 31日，第四届中国休闲渔业高峰论
坛暨2019年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人才培训班
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本届论坛以“生态、绿
色、休闲、融合”为主题，围绕休闲渔业领域重
大问题、热点话题展开研讨。会议同期还发
布了《2019 中国休闲渔业发展监测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

“休闲渔业作为现代渔业五大产业之一，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渔业的发
展方向，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的
同时，促进了渔民增收。”农业农村部渔业渔
政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江开勇表示，近年来，在
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国休闲
渔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渔业转方式调结构
的重要手段，渔民增收、渔业经济发展的有效
途径。

休闲渔业发展快、势头好

休闲渔业产值连年提高，从业人数不断
增加，沿海渔村、渔区、渔港，内陆的田园综合
体及休闲小镇已经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和休
闲之地。近年来，休闲渔业已成为国内各地
渔业旅游发展的代名词。

论坛期间，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
产学会副站长于秀娟介绍了《2019年中国休闲
渔业发展监测报告》的有关情况。《报告》分为六
个部分，包括2018年我国休闲渔业产业规模、产
业结构和进出口贸易情况，以及产业发展环境、
各地工作进展和产业发展展望等内容。

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休闲渔业规模继
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总产值继续稳步提升。“十二五”以
来 ，我 国 休 闲 渔 业 年 均 增 长 率 保 持 在
18.82%。2018年全国休闲渔业产值 839.53亿
元，同比增长 18.51%，占我国渔业经济总产值
的 3.25%，占渔业三产产值的 11.39%；二是经
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全国休闲渔业经营主

体达到 12.39 万个，同比增长 12.43%，其中规
模 以 上 经 营 主 体 达 1.53 万 个 ，同 比 增 长
12.1%；三是从业人员和接待游客数量快速增
长。全国休闲渔业从业人员共 80.49万人，同
比增长 17.86%，人均产值达 10.43万元。全国
接待游客2.59亿人次，同比增长17.82%。

从结构看，我国休闲渔业分为五大类，分
别是休闲垂钓及采集业、旅游导向型休闲渔
业、观赏鱼产业、钓具钓饵观赏鱼渔药及水族
设备和其他类。

其中，占比最大的“旅游导向型”休闲渔
业 2018 年营业额 359.25 亿元，成为休闲渔业
第一大产业，比2017年增长25.63%，占全国休
闲渔业产值 42.79%。“休闲垂钓及采集业”紧
随其后，2018年营业额261.82亿元，比2017年
增长11.38%，占全国休闲渔业产值31.19%。

进出口方面，2018 年我国休闲渔业进出
口贸易额大幅增加到 4.54 亿元，同比年增加
2.15亿元，增幅 96.8%。进口贸易额由 2017年
的1663万元大幅减少到303万元；而出口额则
由2.22亿元大幅增加到4.51亿元。这表明，我
国休闲渔业出口产品竞争力正在不断加强。

制度保障有望落地
专家智库建设启动

休闲渔业要迎来大发展，离不开从中央
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从制度到技术等多方
面的投入与支撑。

“休闲渔业作为新兴产业，仍然有不少需
要重点关注和亟待改善的问题。2019 年，农
业农村部继续推动将休闲渔业写入《渔业法》
修订草案，将其以法律形式明确为渔业五大
产业之一，并积极向立法部门建议加入规范
休闲渔业发展的具体内容，力争在法律层面
有力保障渔业的未来发展。”江开勇说。

休闲垂钓协会会长魏宝振也表示，我国
休闲渔业正处在由快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
转变时期，随着新《渔业法》、休闲渔业船舶管
理办法等一系列规范和政策的制定出台，将

为我国休闲渔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
障、体系支撑和驱动动力。

制度层面的保障正在推进，而技术和体
系层面的探索早已展开。

“近几年来，总站和学会将推动休闲渔业
发展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从 2016年起，连续 4
年举办中国休闲渔业发展高峰论坛，对休闲
渔业的重大问题和热点话题展开深入研讨交
流；2018年开始，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和总站、学会联合发布《中国休闲渔业产业发
展报告》，对产业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和
总结，对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介绍，引起
了业界和有关方面广泛关注；学会和休闲垂
钓协会还联合发布了休闲渔业公共品牌标
识，使中国的休闲渔业首次有了自己的专属
名片。”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中国水
产学会秘书长崔利锋说。

据介绍，今年，水产总站和水产学会根据
休闲渔业的发展需要，面向全社会征集全国
休闲渔业专家。下一步，将遴选符合条件的
专家建立休闲渔业专家库，并充分发挥专家
库专家在政策咨询、发展调研、标准制定、培
训指导、成果评审等方面的作用。

发展失衡仍然存在
全方位开发是方向

尽管我国休闲渔业发展增速较快，但伴
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张，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
逐渐显现。“我国休闲渔业面临着空间分布、
海淡水比例和产业结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于秀娟说。

记者注意到，在空间分布上，2018年沿海
地区 11个省休闲渔业产值约为 525.16亿元，
占全国休闲渔业产值的 62.55%；内陆 20个省
份总产值仅 314.37亿元，占比仅为 37.45%，两
者 相 差 25.1 个 百 分 点 ，而 去 年 的 差 距 是
21.94%，表明沿海与内陆差距在进一步加大。

魏宝振表示，“推动休闲渔业高质量发
展，还需通过深挖传统渔业文化资源，促进渔

业与文化、科技、生态、旅游、扶贫、科普、资讯
的深度融合，融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
点，形成休闲渔业吃、住、行、游、教、购的综合
发展格局。”

如何做好吃、购、游、住、教等方面的
文章？

“休闲渔业的本质属性在于参与体验性，
所提供的产品也是体验型产品，应该更多思
考如何提升消费者的体验，让人难忘。”全国
休闲农业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建农林大学教
授陈秋华分享道，休闲渔业的开发价值，过去
我们集中在渔业的“业”上，实际上我们应该
关注在渔村的“村”上。利用渔村和渔业两种
资源，拓展服务项目，完善消费体验，让游客
愿意来、愿意再来。

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来自台湾大学
渔村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施君翰，他在题为

“台湾休闲渔业文化创新和产业转型”的
主题报告中分享道，“渔村才是渔业的根
本。在台湾，有明确鼓励年轻人走进渔村
的一些措施，比如要求大学教授带领学生
进村去，现场教学解决实际问题，拓展文
学、艺术、绘画等创作，以此增加学界和业
界的联系。”

施君翰还举例表示，台湾一些渔村在开
发“渔味”上下功夫，有“说菜”的传统，就是
把菜名、菜品、作法的由来，通过故事等呈
现出来，增加消费者的乐趣和体验，以“说
菜”增强菜品、渔村在游客心中的印象，留
有“余味”。

论坛上，浙江海洋大学游艇规划设计研
究所常务副所长王依欣、杭州芒种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庄庆超、北京市水产技
术推广站休闲渔业科科长何川、中国水产
学会研究员高宏泉等专家，还分别围绕休
闲渔业发展理念与思路、休闲渔业文化创
新和产业展望、当前我国休闲渔业管理得
失、休闲渔业品牌塑造、金鱼文化与鉴赏等
主题做了报告。

亦渔亦娱 玩出新花样
——第四届中国休闲渔业高峰论坛侧记

传统水产养殖带来的污染和破坏，使水域生态
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不过，这一局面正在发生转
变。近日，笔者从湖北省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水产技
术推广中心了解到，未来几年，武汉将利用集装箱式
养殖，重点推广集成化水产养殖模式，构建生态化、
工厂化、零排放、零污染、低风险、低成本、高节能、高
效益的现代化水产养殖体系。

据了解，武汉地区夏季高温闷热，极易遭受旱、
涝及高气压带来的自然灾害。一夜之间出现翻塘，
致使整片鱼塘里的鱼因缺氧死亡；或是洪水过境鱼儿
统统溜走，导致养殖户“颗粒无收”，损失惨重；而湖
泊、池塘长期养鱼，造成水系水质变差，同样会导致水
产品的质量下降，产值降低。因此，集成化水产养殖
新模式势在必行。

据介绍，集成化水产养殖模式起源于欧美发达
国家，近年来在广东地区率先开始推广。该系统主
要由多组集装箱组成，每组集装箱设一个智能化控
制设备管理系统。集装箱内部配备有水质测控、物
理过滤、生化处理、恒温供氧等装置，并全部由智能
系统自动控制。

集装箱与蓄水池、过滤池、处理池等形成一体，
相互之间 24小时不间断循环，始终保持净化、流动
状态，使鱼儿在清澈的流水中觅食生长。据介绍，集
成化水产养殖不仅能有效降低水体亚硝酸盐、氨、氮
含量，而且溶氧量高且更加均匀，鱼儿的活跃度更
好；还能抑制有害病菌滋生，产出的鱼更安全，口味
和营养更佳。

武汉市首个集成化养鱼试验基地，坐落于东
西湖区东山农场巨龙大队的武汉康生源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里。这里养殖的品种主要有大白刁和翡
翠鱼。

据公司的工程师介绍，2018年该公司从南方引
进集装箱养鱼设备系统及技术，经过近两年时间的
试验取得成功，风险和成本低，产量和收益高。一年
可以收两季鱼，可以说是“傻瓜式”养鱼，坐在家里就能尽收“渔利”。
该系统的养鱼效率惊人。2019年上半年，一台 25立方米的“集装箱”
可实现约3000斤产出，亩产量是传统鱼塘的10倍以上。首批20个集
装箱共卖了6万斤鱼。下半年养殖情况良好，准备年关左右出鱼。后
期，随着配套设备逐步完善和技术成熟，每箱有望冲击 5000~6000斤
大关。 周小平 陈玮烨

今年以来，江苏省灌云县发挥人大代表和乡土人才的示范作
用，在全县0.5万亩藕塘里引进澳洲小龙虾养殖，获得成功，每亩藕
田产出澳洲小龙虾300多斤，亩均增收高达5000多元。图为11月
5日，江苏省灌云县小伊乡后场村，养殖户陈军在藕塘里捕获养殖
的澳洲小龙虾。 吴晨光 摄

最大400吨，案值近千万元——

“猎狐”行动在金清港
查获8艘涉渔“三无”船舶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和路桥区两级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在
开展清剿涉渔“三无”船舶“猎狐”行动中，现场查获 8 艘大型涉
渔“三无”船舶，案值近千万元。

在路桥区金清港一家船舶修造公司的厂区里，8 艘标有
福 建 籍 船 号 的 大 型 渔 船 就 是 此 次 被 查 获 扣 押 的“ 三 无 ”渔
船。这是执法人员在对停留在路桥金清港区的渔船进行检查
时，发现这 8 艘渔船涉嫌违规，经比对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渔船数据库，发现这 8 艘渔船均不在册，根据相关规定予以扣
押。当时，这批渔船的船主极度不配合检查、扣押，他们采取拆
除主机关键零配件、剪断电路、冲滩搁浅、打开海底阀门等方式
阻挠。执法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将这 8 艘涉渔“三无”船舶全部扣
押到固定地点。

经查，这 8艘涉渔“三无”船舶都是 300吨以上的大吨位渔船，
最大吨位达400吨。最长的一艘渔船长度为40米，其余7艘渔船长
度在35~37米之间，主机功率达到了735~1000马力。经初步核查，
这8艘渔船案值近千万元。在船上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了大量违
规使用的网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蒋荣良 罗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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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APP将可识别700种水生生物——

智能应用助力公众保护水生生物

为促进社会公众对水生生物的了解关爱，提升水生生物资源
保护意识，推进渔业生态文明建设，10月29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
政管理局联合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全国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杭州睿形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在北京共
同签署了《水生生物识别系统开发多方合作框架协议》。各方表示
将在此框架协议基础上，共同就开发水生生物识别系统开展合作。

据悉，该系统由杭州睿形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开发，并嵌合于当
前公众广泛使用的“形色”识花APP中，为公众提供相应水生生物
识别服务。该系统预计于 2020年正式上线，初期将可对共计 700
余种水生生物进行方便高效识别。

同时，各水生物种的生物学特征、养殖方法、资源状况、保护措
施、处置建议等相关信息也可一并获取。

该系统的开发应用将为公众开展相关生态保护公益活动、亲
子教育、休闲垂钓和养殖观赏等提供便利，也可以为水野救护、增
殖放流、捕捞管理、外来物种防控等相关工作提供辅助和帮助。

本报记者 韩超

各类三门小海鲜菜肴吸引了游客的目光各类三门小海鲜菜肴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