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贵州省六盘水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建立了市、县、乡、
村“四级”河长体系，1678名河长上岗履职，覆盖全市 307条河流，
形成了党政领导推动，部门联合发力，群众广泛参与的治水局面，
全市水环境水生态得到明显改善，有效促进了全市生态养殖渔业
的健康发展。

据介绍，自2018年六盘水市启动“零网箱·生态鱼”行动后，全市
将生态渔业列为重点推进的特色优势产业，实施市场化运营管理。在
六枝特区牂牁江，水域总面积达7.5万亩，湖岸总长度超过80公里，贵
州益寿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已投放鱼苗308万斤，主要涉及花鲢、白鲢、
鲤鱼、草鱼等品种，既实现消减水体中的氮、磷含量，又达到水质改善
和生态渔业发展的双赢效果。 本报记者 刘久锋 文/图

贵州六盘水市
河长制促进生态渔业发展

6 渔业渔政 2020年12月5日 星期六

编辑：李清新 策划：韩超 新闻热线：01084395149 E-mail：yuyeren2017@163.com

11月25日下午，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黄门村水产养殖科技
示范户陈高文正在当地水产技术推广站渔技人员（右）指导下，学
习使用显微镜。

近年来，玉环渔民摈弃以往单凭老经验靠天吃饭的旧模式，积
极参加当地渔业部门组织的各种生态养殖培训班，向科技要效益，
新增养殖品种生蚝、笼养青蟹、日本对虾等，形成了以上特色养殖
和普通紫菜、南美白对虾、贝类养殖“多点开花”的局面，全市海水
养殖面积5万多亩。 倪建军 摄

浙江玉环市
提升养殖人员科技素质

地处长江北岸的无为市牛埠镇，一支由上岸渔民组成的“长江
护渔队”现在成了江上禁捕巡查的生力军，实现从“捕渔”到“护渔”
的转变，得益于当地政府对上岸渔民提供了强有力的生活保障。

在该镇渔民新村，告别曾经渔船上风吹雨淋生活的陈胜香现在有
了一份新工作，也成为镇上新成立“长江护渔队”中的一员，“当时是有
一些想法、害怕没有了生活来源，但是政府政策好，让我们进了护渔
队，而且让我们交了医疗保险，基本医疗有了保障。”陈胜香高兴地说。

无为市有800多名退捕渔民，过去由于漂泊不定，部分渔民误认
为参保后，看病报销只能回参保地报销，这样，来回奔波很麻烦，在这
次退捕渔民上岸工程开展中，该市医保局主动跟进，积极作为，按时

“全面覆盖、分类施策”工作目标，配合镇村宣传城乡居民医保和异地
就医结算政策，积极引导退捕渔民参加医疗保险，同时精准核查涉退
捕渔民医保参保底数，全面摸排退捕渔民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做到信
息明，底数清，确保退捕渔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全覆
盖，实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截至目前，该市814名退捕渔民已全部
参保，实现全市退捕渔民基本医保参保全覆盖。 刘延年

安徽无为县
确保退捕渔民“应保尽保”不漏一人

□□ 万为喜 本报记者 乐明凯

拥有 223 公里长江干流江段的湖北省黄冈
市，是湖北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的重
要战场之一，长江禁捕政策实施后，黄冈市退捕
渔民全部“洗脚上岸”。他们大多年龄偏大、文化
水平偏低、劳动技能单一，如何才能“走上岸，立
住脚”？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渔民最强烈的期盼。
目前，黄冈市3124名退捕渔民中，劳动年龄内有
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退捕渔民 2418 人，已全部
转产就业，就业率100%，全市所有退捕渔民彻底
告别“靠水吃水”的老模式，“洗脚上岸”奔向幸福
新生活。

“捕鱼”变“护渔”
公益岗位安置一批

58 岁的退捕渔民舒炎国是黄冈市团风县
新任的长江护渔员，他每天早晚各沿堤巡江一
次，劝阻非法捕捞、保护生态环境，每月有 1200
元补助。

“我家祖辈都在长江捕鱼，对长江有深厚的
感情。长江禁捕让长江休养生息，对子孙后代
好，咱们渔民双手赞成。”舒炎国说。

团风县多措并举力促上岸渔民退捕转型，按
照“七个一”标准，即一套制服、一个喇叭、一个执
法记录仪、一部对讲机、一辆交通工具、一份待遇
和一份意外保险，在黄冈全市率先组建护渔员队
伍，并积极探索护渔队管理办法，制定护渔队“六
条禁令”，建立护渔员管理和激励制度。

10 月 14 日-15 日，黄冈市 2020 年护渔员培
训班在黄州举办，就长江“捕鱼人”转型“护渔员”
和“协助巡护”工作实务进行了详细的解读，80
余名退捕渔民参加培训。

“举办全市护渔员培训就是为了拓宽退捕渔
民转产就业渠道，帮助退捕渔民更好地完成角色
转变，从“捕鱼人”转为“护渔员”，协助参与禁捕
区域巡查监督工作，更好地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
境，促进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恢复。”黄冈市农业
农村局党组成员方红兵说。

“渔民”变“老板”
支持创业安置一批

52 岁的“渔二代”程长庚，16 岁开始跟随父
亲在长江捕鱼，退捕后他创办了团风县实发打捞
公司，目前该公司有16名员工，其中包含就业困
难的 5 名退捕渔民，他们在公司主要从事水手、
机械修理等工作。

今年 5月 21日，黄冈市出台相关政策，支持
退捕渔民自主创业，对符合条件的给予一次性
创业补贴及创业担保贷款，并按规定享受财政
贴息。

黄冈各地加强政策宣传，将退捕渔民就业创
业培训政策制成明白卡、宣传册，挨家挨户发放
到渔民手中。其中，黄梅县以一问一答形式制作
了 2000 余份《政策明白卡》，用通俗易懂的宣传
方式，将长江禁捕退捕政策传播到每户渔民，确
保培训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胶鞋”换“皮鞋”
务工就业安置一批

龙感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梅县，为做
好退捕渔民就业帮扶，10月20日，黄冈市农业农
村局、市人社局和黄梅县政府在下新镇社区联合
举办“送服务上门、助渔民上岗”专场招聘会。

48家规模企业参会，提供岗位2200个，涉及
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电子信息、酒店餐饮
等多个领域。现场吸引了1100余名退捕渔民前
来应聘咨询，达成意向184人。

黄梅县退捕渔民高轮雄和严建群都找到了
去企业仓库当送料员的工作，他们笑呵呵地
说：“现在我们可是胶鞋换成了皮鞋，渔民变成

了工人。”
今年以来，黄冈全市共举办退捕渔民专场招

聘会13场次，提供就业岗位6000余个，达成就业
意向 1200 余人，为退捕渔民转产转业搭建了服
务平台。

“捕鱼”变“养鱼”
渔业产业安置一批

7月30日，黄冈市长江禁捕退捕领导小组印
发通知，要将退捕渔民全面纳入各类技能培训范
围和职业介绍服务，重点培训适合渔民特点的水
产养殖、水产加工等实用技术，帮助开辟就业创
业门路，拓宽渔民转产转业渠道。

9月以来，黄冈市禁捕退捕专班渔业发展技
术服务组分别到蕲春和浠水对沿江建档立卡的
退捕渔民200余人开展水产养殖技术培训，就鱼
类病害防治和南美白对虾养殖技术等相关知识
进行了专题讲解。

“近山识鸟音，近水知鱼性”，58岁的王信保
与鱼打了几十年交道，退捕上岸后运用就业创业
培训学习掌握了水产养殖技术，承包 42 亩鱼塘
进行水产养殖，由“捕鱼人”变为“养鱼人”，像他
这样示范带动促就业的还有武穴市退捕渔民章
烈军、张增高，在当地起到良好带动效应。

“捕鱼”变“护渔”就业有保障
——湖北黄冈市退捕渔民实现全部转产

□□ 本报记者 李锐 文/图

黄河入海口，生态新湿地。地处黄河入
海口的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拥有 142 公里
洁净海岸线，弱碱性水质、水草丰茂等良好
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垦利区发展黄河口大闸
蟹产业提供了先天的自然优势。

垦利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局长马勇军
说：“黄河口大闸蟹产业以水定产，不盲目扩
大规模，在发展中向品质、品牌、科技要效
益，从养殖模式、营销模式、经营模式、管理
模式四个方面做出变革，使得黄河口大闸蟹
产业发展成为一个生态友好型产业。”

养殖之变——
由散户粗放式养殖向龙头企

业标准化、规模化转变

“2017 年以前，垦利区的大闸蟹养殖模
式以一家一户的粗放式养殖为主，主要投
喂麸皮、豆粕、玉米等低值饵料，养殖的成
蟹规格小，经济效益低，平均亩产 60 斤左
右，亩效益只有千元左右。”马勇军毫不避
讳地说。

黄 河 入 海 口 在 垦 利 区 ，黄 河 口 生 态
保护区在垦利区，大闸蟹养殖“主战场”
在垦利区，河海交汇形成弱碱水，“手握”
如 此 之 多 的 优 势 条 件 ，如 何 将 大 闸 蟹 产
业做大做强？

马勇军介绍，为推动大闸蟹产业健康发
展，垦利区出台了《关于支持现代农业与旅
游业融合发展的意见》，研究起草了《关于支
持黄河口大闸蟹产业发展的意见》，坚定走
规模化、标准化之路。引进龙头企业，发展
标准化养殖；聘请上海海洋大学的专家教授
作为产业发展高级顾问，在苗种选育、技术
研究、产品研发等方面给予指导服务；列支
专项资金 110 万元，组建黄河口大闸蟹创新
技术团队，对大闸蟹生产龙头企业和养殖户
进行技术服务；制定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技术
规程和质量标准，推广“种草、投螺、稀放、混
养”的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加强品质源头把
控，将区块链溯源技术应用于大闸蟹生产全
过程。

一系列“组合拳”将大闸蟹产业推向了
高质量发展之路。

“目前，垦利区大闸蟹养殖面积 6 万亩，
其中标准化养殖面积达 3 万亩。成蟹平均规
格从不到 2 两提高到 3.5 两以上，标准化养殖
基地大闸蟹亩产量 200 斤-250 斤，亩均产值
超过 1万元，亩效益可达 5000元以上。而且，
恒盛、惠泽 2 家公司取得了新加坡、马来西
亚、香港、澳门 4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资质。”黄
河口大闸蟹协会会长刘勇说。

营销之变——
由初级销售向品牌打造方式

转变

11 月下旬，初冬寒气下，东营市惠泽农
业有限公司标准化养殖基地的池塘空空荡
荡，昔日螃蟹满塘的景象已不见踪影。刚刚
从济南“黄河口大闸蟹推介会”回来的总经
理王新军告诉记者，公司大闸蟹标准化养殖
面积 5600亩，今年产量 500吨左右，已经进入
销售“尾声”。

“黄河口大闸蟹比江苏蟹提前十多天上
市，标准化养殖基地大闸蟹长势良好、品质
高、规格大，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20%左右。”
王新军说。

标准化养殖的大闸蟹均价 50 元/斤，品
牌化营销模式“威力”初显。“传统养殖的成
蟹规格小，价格低，由于没有自己的品牌只
能为阳澄湖等品牌蟹提供初级产品，沦为

‘洗澡蟹’。”马勇军说，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垦利区发挥黄河口大闸蟹协会、黄河口大闸
蟹品牌运营公司的作用，先后举办了多届大
闸蟹美食节活动、品鉴会，参与《为爱下厨》
公益节目制作，举办黄河口大闸蟹开捕节，
黄河口大闸蟹品牌影响力明显提升。

黄河口大闸蟹品牌运营公司总经理刘飞
英认为，产品品质和品牌价值是品牌推广的
重要因素。从认知度到知名度，让消费者了
解黄河口大闸蟹的生态养殖过程，从而提升
品牌的价值。认可品质，认可品牌，推广起
来就能带来爆发点。

目前，黄河口大闸蟹龙头企业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一方面，与京东、淘

宝合作开展网上销售；另一方面，向大润发
超市、中心城市经销商批发。王新军说：“线
下以大规格为主，重在发展礼品盒销售；线
上以小规格为主，重在与顺丰小当家、京东
店铺、本来生活等平台合作。今年线上销售
额达 1800多万元，占总销售额 40%。”

2019 年，黄河口大闸蟹产量达 6958 吨，
实现产值 8.68亿元，品牌价值达 26.12亿元。

经营之变——
由单纯生产初级产品向三产

融合发展转变

20多年的产业化发展之路，让垦利区大闸
蟹产业链上的每个人都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

“受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的制约，垦
利传统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以一产的养殖为
主，生产销售初级产品。规模小产量低，没
有定价话语权，养殖效益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较大。附加值高、资金门槛高的二产加工和
三产服务则基础薄弱，产业链不完善。”马勇
军说，必须向三产融合发展转变，完善产业
链，提升产品附加值。

为破解发展瓶颈，2018年，按照企业主导、
政府配套的方式投资2亿元开始建设黄河口大
闸蟹产业园，包括研究院、综合体、休闲屋、大闸
蟹科普馆、乡村振兴馆、黄河口农产品展厅、网
红直播基地、数字餐厅、研学游基地等，成为集
黄河口大闸蟹科研生产、休闲观光、科普教育、
餐饮美食于一体的“新六产”发展示范区。

据介绍，科研区集中专家力量，主要解
决大闸蟹良种繁育；加工区以蟹黄酱、醉蟹、
蟹肉丸子等精深加工产品展示为主；休闲区
以数字餐厅、垂钓体验、科普教育、美食品尝

等项目为小版块，聚焦农旅融合服务。
“产业园区是三产融合综合体，更应体

现出高质量发展趋势。尤其是 300 亩的科研
池塘，定位打造‘智慧渔业’。目前，物联网
设备已经安装到位，远程数据中心、大数据
平台也搭建完成，明年 5 月将正式运行。届
时，将带动大闸蟹产业链各环节加快向‘生
态池塘·智慧渔业’方向发展。”王新军说。

管理之变——
由部门单一管理向部门加协

会精细管理转变

“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完善的
系统性管理机制。只有各方参与形成合力，
各司其职，才能营造出良性发展的氛围。”马
勇军介绍，之前，黄河口大闸蟹协会、国企黄
河口大闸蟹公司受体制机制制约，协会和国
企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大闸蟹产业管
理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

为了加强管理，垦利区积极创新体制机
制，改选了黄河口大闸蟹协会，由大闸蟹龙头
企业负责人担任会长、副会长。将隶属于东营
市国资委的黄河口大闸蟹公司划转垦利区，形
成“协会+国资公司+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
大户”的产业管理模式。协会负责行业自律、
品牌统领、会员监管；国资公司负责产业融资
贷款、资本运作；龙头企业负责基地提升、示范
带动、技术创新；合作社和养殖大户在村委会
领导下整合要素、健康养殖、抱团发展。

一个协会、一家国资公司、5 家龙头企
业、8 家合作社，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垦利区
黄河口大闸蟹产业实现了生产资料统一供
应、养殖技术统一指导、地理标志统一颁发、
品牌影响统一打造。

“管理模式的创新，最终是要达到提升
品牌价值、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为此，政
府引导村集体成立大闸蟹专业合作社，鼓励
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壮大村集体经济。
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在合作社、龙头企业、销
售公司打工获得工资收入，有条件的群众开
办农家乐、销售大闸蟹及旅游商品获得经营
收入。目前，垦利区发展黄河口大闸蟹专业
合作社 8 家，社员 300 多户，辐射带动 2500 多
人。”马勇军说。

2020 年 9 月，东营市出台了《关于加快黄
河口大闸蟹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将黄河口
大闸蟹产业作为海洋强市建设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垦利区委副书记解
洪涛表示，垦利区将大力推广标准化养殖模
式，开展大闸蟹良种选育工作，发展黄河口大
闸蟹加工，深挖蟹文化内涵，加强大闸蟹与民
俗文化、地域文化、黄河文化的研究，实现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黄河口大闸蟹的“四变”之道

渔情简讯

六枝特区牂牁江的渔民在打鱼。

行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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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入选“山东省十大渔业品牌”、蝉联“中国十大名蟹”……从1992年开始养殖大闸

蟹，到2017年形成产业化高速发展，再到2020年向智慧渔业挺进，黄河口大闸蟹产业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山东省东

营市垦利区走出了一条平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创新变革之路。

蚂蟥，又称水蛭，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吸血虫”，很多人对它
都是避之不及。但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汝南埠镇张甲村的
退伍兵张春节并不这样想，他在废弃窑场改建的 10 亩水塘里，把
蚂蟥当成致富宝贝养着。如今，张春节已经成为正阳县退伍军人
自主创业带富相邻的优秀典型。

2008年，退伍返乡的张春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蚂蟥的
药用价值高，市场需求潜力大。这让张春节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
了。在妻子的支持下，他坚定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9年，张春节报名参加了原农业局、水利局、民政局和人武
部等部门联合举办的农村退伍军人自主创业水产特色养殖技术培
训班，系统学习了特色水产专业课程。同年，他又在水利局水产专
家和县、镇干部的帮助下，自筹资金 8 万元，并向县农商行申请退
伍军人创业贷款 10万元，在废弃多年窑场改建的 10亩池塘里，创
建了起了全县第一个退伍兵人工养殖蚂蟥基地。从此，张春节养
殖蚂蟥入了迷，从未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妻子也日夜看守着这
片承载着致富梦想的蚂蟥塘。

2015年3月，张春节注册成立正阳县鼎盛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吸纳22户社员发展蚂蟥养殖，采取“合作社+示范基地+养殖
户”的产业养殖模式，辐射带动安徽、浙江和河南信阳、漯河等地10
多户农民发展蚂蟥养殖，并吸纳64户贫困户在他的养殖场务工，每
人每年有4000元的收入，让当地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

目前，张春节领办的正阳县鼎盛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已发展
社员 22 户，发展生态养殖蚂蟥池 26 个，年收入 40 多万元，养殖蚂
蟥的社员每年 9 月所收获的蚂蟥成品晾晒干后，单价由原来的每
公斤700元卖到现在的每公斤1200元，销往北京、江苏等全国各地
的大药厂，供不应求。 范杰 李军政 曹春阳

河南正阳县
张春节退伍返乡养蚂蟥致富

长江禁捕退捕

惠泽公司养殖工人在生态池塘捕捞大闸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