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乔子湖渔
场，6000亩水面波光粼粼，十多位渔民正在拉网、
选鱼、称鱼、上车……岸边 3辆活鱼运输车一字排
开等待装鱼。渔场负责人沙洋鑫顺水产养殖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王传德介绍说，不到24小时，这些鱼
将会出现在贵州、武汉、成都、西安等地的菜市场。

“幸好水产部门帮我们找鱼苗、对接市场，解
了我们的难题。”在沙洋县官垱镇大港河村的金
水湾稻鳖虾种养专业合作社新挖的鱼池正在放
水，看着一尾尾鱼苗游向远处，合作社理事长金
义成高兴地说，眼下的气温和水温适宜，正是鱼
苗投放的最佳时期。

“沙洋通过湖北省水产成鱼苗种及物资微信群
发布沙洋县供求信息，仅在武汉市小区团购及白沙
洲大市场就消化存塘水产品2440余吨。”沙洋县水
产发展中心主任杨红武介绍说，该中心对接零散养
殖户与省内外商贩，采取点对点的配送方式，就近
解决零散养殖户存塘水产品 3560余吨，随着销路
的畅通，预计3月底可以将存塘鱼全部卖出。

湖北省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国蓉介绍，
疫情发生后，各地实施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水产
品出现滞销。湖北全省各级农业、水产部门搭建信
息互通桥梁，建立一批微信群实现产销直接对接，
主动对接盒马鲜生等电商平台，协助办理鲜活运输
车辆运输证明，对接各大医院食堂和各大小区团购
团，全省鲜鱼销量由每天200吨提高到现在的每天
9000吨。

“武汉人喜欢吃活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
多组织供应。”3月10日，在武汉考察的习近平总书
记不忘关心武汉市民的“菜篮子”。为了让武汉市
民吃上活鱼，武汉市水产保供专班出台系列配套文
件，并公布社区团购服务电话，大力推动鲜鱼消费
进社区，让市民吃得上鱼，吃得好鱼，吃得安全，吃

得愉快，实现鲜鱼消费进社区全覆盖这一目标。
连日来，咸宁市委、市政府组织调配活鱼货源供应武汉，满载

着来自咸宁市嘉鱼县、咸安区等地的活鱼运输车抵达武汉。咸宁
市副市长谭海华说，“咸宁是鱼米之乡，水产资源丰富，咸宁疫情得
到良好控制，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此次百里送鱼，也是希望
把爱心传递，支持武汉早日战胜疫情。”

在前不久举行的湖北水产品产销对接座谈会上，由湖北省农
业事业发展中心指导，湖北省渔业产销协会运营的“荆楚水产采购
网”正式上线。湖北省农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黄国雄表示，再过一
段时间，又到了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湖北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
决交易中的困难，既满足市民吃鱼的需求，又帮助渔民增收。湖北
省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已成立专班，分省内和省外两个市场，为全省
渔民和养殖户卖鱼、卖螃蟹、卖小龙虾，帮助解决渔民和养殖户的
实际困难。 本报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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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春季鱼汛来临
“长江办”专项执法严打非法捕捞

近期，长江口水域已经进入刀鲚、鳗苗等水生生物资源传统汛
期，面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的重要节点。为保护
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维护长江口水域生态安全，自4月8日起，农业
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长江办”）组织上
海、江苏、浙江三省（市）渔政和长航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集中
开展2020年春季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清理整治专项执法行动，为
期15天。

4月 15日，农业农村部长江办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在长江口
执法船上召开中期总结会商和下一步行动部署会，总结分析行
动期间取得的成效和发现的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执法重点任
务和安排。

据统计，目前专项行动行政案件立案 8起，取缔深水张网 106
顶、流刺网142顶、鳗苗网998顶，割除泡沫浮子1312个，查处涉嫌
违规渔船11艘、泡沫浮子筏23艘，专项执法行动初见成效，有力震
慑了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行为，共抓长江口水生生物保护的良好
氛围正在形成。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
物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先后发布了《关于调整长江流域专项捕
捞管理制度的通告》《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
告》《关于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管理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文件，自
2019年2月1日起停止发放刀鲚、凤鲚、中华绒螯蟹专项捕捞许可
证，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
并要求各地严厉打击长江流域各类非法捕捞行为，清除取缔各类
非法网具和涉渔“三无”船舶，努力维护长江流域禁渔管理秩序。

下一步，有关执法部门将按照“四个一律”的要求，持续深入开
展长江流域禁捕执法管理，发现非法网具一律拆除，发现违法持证
渔船一律立案查处，发现“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一律扣港拆解，涉嫌
犯罪的一律移交追究刑事责任，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执法，
严厉打击长江口水域非法捕捞行为，确保长江口水域有效管控和
长江禁捕工作取得实效。

本报记者 韩超 刘一明

渔情简讯

眼下，正值春季小龙虾捕捞收获季节，江西省泰和县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开展水产渔业复工复产，鼓励农民有序进行春
捕春收活动，保供稳价，丰富群众“菜篮子”。图为4月4日，泰和县
沿溪镇稻虾共作养殖基地，农民正在捕捞、分拣小龙虾。

邓和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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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 本报记者 冯建伟 韩超 文/图

4 月 7 日晚 11 时，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水产
局、综合执法局联合省公安厅食品药品环境犯
罪侦查总队，协调洛阳、济源两地相关部门在
黄河孟津县会盟镇段和济源示范区坡头镇段开
展联合执法活动，打击黄河禁渔期内的违法捕
捞行为。

此次执法活动中，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人给
予批评教育，违法工具和船只予以查扣，对涉
嫌犯罪的线索移交公安部门侦查。这是自 4月
1 日 12 时黄河进入第三个禁渔期以来，河南段
开展的首次禁渔执法行动。

黄河穿越河南境内 711 公里，流域面积
3.62 万平方公里，涉及 9 个省辖市（区）35 个县
（市、区）。为养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
物多样性，2018年 4月 1日，农业农村部首次在
黄河干流及其重要支流实施禁渔，期间禁止所
有捕捞作业。为此，河南省针对重要渔业资源
品种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主
要栖息繁衍场所及繁殖期和幼鱼生长期等关键
生长阶段，设立禁渔区和禁渔期，对其产卵群
体和补充群体实行重点保护，明确每年黄河禁
渔期期间，在省内黄河干流及其洛河、沁河、金
堤河等主要支流实施禁渔，同步开展增殖放
流、执法巡航活动。

实施黄河禁渔期制度两年来，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联合省河长制办公室、省公安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水利厅、河南黄河河务局等单位

先后开展禁渔期专项执法行动 8 次，严厉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据统计，自 2018 年 4 月 1 日
起，沿黄各地共出动宣传车 1100 余次，张贴禁
渔通告 1.8 万余份，挂、贴宣传标语 5000 余幅，
印发宣传资料 10 万余份，出动检查车辆 600 辆
次，参加检查船艇 964 艘次，检查渔船 2286 艘

次，取缔违禁渔具 1385 套，没收违法渔获物
2805 公斤，行政处罚 702 起，查处非法捕捞刑
事案件 384 起，严厉打击了黄河违法违规行
为，有效保护了黄河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
环境。

为了加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管理，河南省

沿黄各地共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60余次，放流经
济鱼类 1 亿余尾，在黄河流域建立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 7个，其中包括 2个跨省域的黄
河鲁豫交界河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
黄河中游禹门口至三门峡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并针对保护区及其相关水域开展了
资源调查、水质监测、巡护执法、建设项目生态
补偿、生态修复等系列工作，把保护水生生物
资源与转变渔业增长方式、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结合起来，有力地保护了黄河水产种质资源和
水域生态环境，促进黄河渔业生态发展。

今年 4 月 1 日 12 时至 6 月 30 日 12 时，河南
省继续在全省黄河干流及其洛河、沁河、金堤
河等多个主要支流实施禁渔期制度，并将黄河
禁渔纳入全省“中国渔政亮剑 2020”系列专项
执法行动之一，联合省公安厅、省河长制办公
室、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
河南黄河河务局等部门继续开展“保护母亲
河，服务高质量发展”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破坏
黄河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行动对黄河禁渔期内非法捕捞违法行为的打
击，有很大的震慑作用。下一步，河南将积极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持续
贯彻农业农村部关于黄河禁渔的有关规定，坚
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推动河
南省水生生物资源持续健康发展，齐心协力开
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保护母亲河 服务高质量发展

河南开展黄河禁渔期执法行动

□□ 本报记者 韩超

日前，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为加快推进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2020
年起农业农村部将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
大行动”，包括：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广行动、
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推广行动、水产养殖用药减
量行动、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行动和水产种业
质量提升行动。

据了解，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广行动将重
点依托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县），开展
水产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模式示范，加快推广一
批较为成熟的水产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模式。

2020 年将重点示范推广池塘工程化循环
水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稻渔综合种养、深
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大水面生态增养殖、盐碱
水绿色养殖、多营养层级综合养殖、鱼菜共生
生态种养、集装箱式循环水养殖等 9 大技术模
式，建立“水产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模式推广基
地”200 个以上，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技

术模式样板，辐射带动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模式
广泛应用，助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推广行动将聚焦养殖尾
水科学治理，推进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或达标
排放。2020年，重点示范推广池塘底排污尾水
处理技术、集中连片池塘养殖尾水处理、人工
湿地尾水处理、“流水槽+”尾水处理、工厂化循
环水处理等 5 项典型治理技术模式的示范推
广，建立“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技术模式推广基
地”100个以上，在各推广基地率先实现养殖尾
水资源化综合利用或达标排放，辐射带动各地
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取得新进展，推动养殖水域
环境持续改善。

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动将大力推进水产养
殖病害绿色防控和规范用药技术普及，探索零
用药、免疫预防等健康养殖技术，打造一批可
复制、操作性强的水产养殖用药减量化技术模
式，实现科学防控和用药减量，保障生态环境
安全和水产品质量安全。

2020 年将重点从发展生态养殖、使用优质

苗种、加强疫病防控、指导规范用药、加强生产
管理等 5 项技术措施着手，建立水产养殖用药
减量模式推广点 300 个以上，力争推广点的兽
药使用量同比平均减少 5%以上，抗生素类兽药
使用量同比平均减少 10%以上，形成一批标准
化技术成果和用药减量化技术模式，养殖者规
范用药水平明显提高，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稳步提升。

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行动将突出重点区
域、聚焦重点品种，推进替代型配合饲料研发、
试验示范和推广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养殖技术
和养殖方式，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安
全的水产配合饲料推广应用技术体系，提高配
合饲料替代率，减少幼杂鱼使用量，实现水产
养殖绿色高质量发展。

2020 年重点在辽宁、江苏等 12 个省（区）
开展行动，选择重点养殖海淡水鱼、蟹类等
建立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试验推广点 50 个
以上。力争大黄鱼、花鲈、石斑鱼、鲆鲽类等
海水鱼类推广点替代率不低于 60%，大口黑

鲈、乌鳢等淡水鱼类推广点替代率分别不低
于 80% 和 50% ，梭 子 蟹 、青 蟹 和 中 华 绒 螯 蟹
等 蟹类推广点替代率分别不低于 30%、30%
和 60%。

水产种业质量提升行动将鼓励选育优质、
高效、多抗、安全的水产养殖新品种，加强品种
性能测试，支持重大育种重新联合攻关和标准
化扩繁生产，大力推进“育繁推一体化”，提升
水产养殖良种化水平。

2020 年重点依托水产遗传育种中心、省级
以上水产原良种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等主体，以农业农村部公告的水产新品种为
主要对象，因地制宜、稳妥开展水产新品种试
验推广、生产性能测试试点和南美白对虾等
重要养殖品种联合育种，建立水产新品种试
验推广基地 100 个以上。示范推广优质、高
效、多抗、安全的水产新品种 20 种以上，实施
水产新品种示范推广效果调查评估，辐射带动
有条件的养殖企业广泛参与，提升水产养殖良
种化水平。

我国将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

□□ 本报记者 操戈 邓卫哲 文/图

近日，在海南省万宁市一养殖基地，技
术人员经过 2 年多培育，完成了国内首次鹿
角珊瑚属造礁石珊瑚在人工可控循环水环
境下，从珊瑚小断枝长到直径 20厘米以上母
体（无性繁殖），再到排精排卵（有性繁殖），
并成功附着礁石发育成水螅体的全过程。
这将对低成本、大面积恢复海洋珊瑚礁具有
重要意义。

珊瑚礁是海洋十分重要的生态体系。近
年来，全球变暖引起的海水温度升高，造成
大面积珊瑚白化死亡，而且发生珊瑚大规模
白化的事件愈加频繁。另一方面，酸化的海
水让珊瑚减缓生长，再加上环境污染、过度
捕捞而导致珊瑚天敌泛滥等因素，珊瑚的生
存环境不容乐观。

据了解，鹿角珊瑚属是自然界珊瑚礁主
要品种，也是做野外生态修复的主要品种。
目前用于野外珊瑚修复的珊瑚苗来源多为
无性繁殖，通过采集野生珊瑚再分枝培育，
但无性繁殖存在需要采集成体珊瑚、基因多
样性低的问题。

如何解决珊瑚人工繁殖规模化量产技术
瓶颈，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

负责此次试验的海南琼海中远蓝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汪远告诉记者，虽然大
家都知道珊瑚有性繁殖可以在短时间低成
本获取海量珊瑚种苗，使野外珊瑚大面积修
复种植成为可能。但以往科研机构做的鹿
角珊瑚属珊瑚有性繁殖，一般是直接从海里
收集卵或是将野生母体采回，采集珊瑚卵子
受到野外环境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容易从海
水中携带进寄生虫和病菌。

走进位于万宁市山根镇排溪村的海水养
殖基地，珊瑚、砗磲、藻类、鱼类等生物在这
里实现了人工循环水环境下的共生共养。
投喂的食物经过食物链生物多重滤食，被完
全分解利用，零残留、零累积，整个养殖过程
不使用任何药物。

“珊瑚有性繁殖的技术难点主要在获
取健康受精卵这一环节，它对精子、卵子
的 质 量 、水 质 、水 温 、水 流 等 要 求 都 很
高。”汪远说，如何掌握珊瑚的最佳生长环
境，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年复一

年的摸索总结。
2013 年来海南至今，汪远几乎一天 24

小时都在基地里，很少外出，有些近乎疯
狂。每个月连理发都是父母来基地帮他
理，一年里只有春节回家吃顿饺子，但从
不在家过夜，他放心不下养殖基地的这些

“伙伴”。
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倔劲，让汪远摸索

出了一套成熟的陆地生态循环水技术，精准
掌握了最适合珊瑚生长所需的阳光、水温、
食物及水体各种元素含量数据，实现了珊瑚

的快速生长和有性繁殖，整个过程对野生珊
瑚礁没有任何影响。

在人工养殖环境下，通过对各项要素的
精准控制，汪远实现了一年 10厘米以上的生
长速度。同时，人工环境下的有性繁殖还可
以通过杂交定向选育出耐高温、抗逆性强、
抵抗寄生虫、生长迅速、颜色艳丽的珊瑚新
品种。

珊瑚有性繁殖过程是母体排出包裹着精
子与卵子的卵囊，24小时左右卵囊破裂释放
出精子与卵子，健康的受精卵会发育成浮浪
幼虫，大概 72 小时后开始附着在礁石上，几
天后珊瑚虫发育成小水螅，分泌碳酸钙骨骼
长成一棵棵小珊瑚。

汪远介绍，基地这次有 45 块珊瑚排卵，
共获取健康浮浪幼虫 40万个左右，效率非常
高，解决了珊瑚人工繁殖规模化量产的最大
瓶颈。目前所有浮浪幼虫都已经完成附着
并发育成小水螅，等再长大些后就可以统计
出最终获取的珊瑚苗数量。

来海南前，汪远就是一个纯粹的海水水
族生物爱好者。2003年，他和伙伴们创立了
一家名为“海洋农场”的公司，专门研究海洋
生物繁殖。他们在北京昌平建立了一个养
殖基地，进行海水观赏鱼及珊瑚软体的繁殖
研究，在满足自己的爱好的同时也挣到了满
意的收入，通过几年的摸索，他们创造性地
发明了“循环水养殖技术”，但由于北京的气
候原因，养殖基地在冬季的取暖及照明成本
总是居高不下。

经过多年积累，汪远团队已完成了上百
种珊瑚及海水鱼繁殖技术，填补了多项国
内、国际空白。他希望更多有能力的企业、
个人加入进来，共同绿化海底荒漠。

国内首次实现人工环境下造礁石珊瑚有性繁殖

水产前沿

基地人工环境下养殖的各类珊瑚。

执法队员在现场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