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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是人类餐桌上的美食。随着近
些年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网购、物
流业的蓬勃发展，吃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鱼
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仅要吃新
鲜的，还要吃野生的，要吃深海的。”

事实上，我国渔业经过长时间粗放式
发展，资源已日益枯竭，很多传统的海洋
大省都面临“无鱼可捕”的尴尬境地。同
时，水域生态环境的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
了人类和鱼类的生存环境。

在此背景下，推动我国渔业绿色可持
续发展迫在眉睫。“资源环境是渔业发展
的基石。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
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农业部副部长于康
震表示。

少捕鱼——

捕捞量减少到1000万吨以内

要管好船，严格控制捕捞产能；
管好网，推行选择性标准渔具，减少
渔具对幼鱼的危害；管好港，完善渔
船渔捞日志填报和检查统计制度

鲲鹏村是广东省台山市一个靠海的
村庄，当地居民几乎世世代代以捕鱼为
生。然而情况却在这几年急转直下：“捕
不到鱼了，收益下降了四五成，出趟海只
能维持收支平衡……”这是渔民们的感
受。

“无鱼可捕”的现状在我国很多沿海
地区都很常见。我国是渔业大国，也是世
界上渔船最多的国家。由于海洋捕捞渔
船数量和规模大幅增长，捕捞强度远远超
过资源再生能力，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了
巨大破坏。

据估算，我国四大海域渔业资源总量
约为 1600 万吨，可捕量约 800 万吨至
900万吨，但近年来海洋捕捞量都在1200
万吨以上，2015年甚至达到了1310万吨。

海洋资源虽然丰富，但不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如果人类一味索取而不懂得
回报，将会带来不可逆的伤害，不利于长
远发展。

今年初，农业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国内渔船管控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
管理的通知》，明确了两方面重点工作，一
是渔获物产出的控制目标，到 2020 年国
内海洋捕捞总产量减少到 1000 万吨以
内，与2015年相比减少309万吨以上；二
是控制渔船投入数量，到 2020 年全国压
减海洋捕捞机动渔船2万艘、功率150万
千瓦。

对此，于康震表示，要管好船，打击涉
渔“三无”船舶，加大减船转产的工作力度
等，严格控制捕捞产能。同时管好网，制
定捕捞渔具准用目录，推行选择性标准渔
具，减少渔具对幼鱼的危害。还要管好
港。完善渔船渔捞日志填报和检查统计

制度，逐步推进渔捞日志电子化。
同样是今年，农业部还公布了 《关

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其中
明确，每年的休渔开始时间前移半个月
到 1 个月，总休渔时间普遍延长一个
月；同时，休渔类型首次将南海的单层
刺网纳入休渔范围，即在我国北纬12度
以北的四大海区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
型均要休渔。

8月16日，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
休渔解禁，海南省1万多艘休渔渔船扬帆
出海，撒网开捕。

“今年，南海休渔时间从5月1日至8
月 16 日，是伏季休渔制度实施以来变化
幅度最大的一次，休渔期较往年增加1个
月。”海南省渔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海
洋渔业资源是极为珍贵的，它涉及海产
品加工业的发展，涉及众多沿海渔民的
生计问题。我们将继续重视海洋渔业资
源的保护、开发，坚决执行伏季休渔制
度，对休渔期间违规出海捕捞者予以严
厉打击。”

多放鱼——

每年增殖放流400亿单位以上

到2020年，每年将增殖水生生物
种苗数量400亿单位以上。初步构建

“区域特色鲜明、目标定位清晰、布局
科学合理、评估体系完善、管理规范
有效、综合效益显著”的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体系

增殖放流是用人工的方法直接向海
洋、滩涂、江河、湖泊、水库等天然水域投

放或移入渔业生物的卵子、幼体或成体，
以恢复或增加种群的数量，改善和优化水
域的群落结构。

每年的 6 月份是水生生物生长繁殖
的关键时期，也是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的黄
金时期。6月里，海洋伏季休渔已全面实
施，长江等一些大江大湖也处于禁渔期。
在这个时期大力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可以有效修复水生生物资源。

今年 6 月 6 日，农业部组织开展了第
三届“全国放鱼日”同步增殖放流活动，30
个省（区、市）共举办大型增殖放流活动
400余场，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0
亿尾。

“增殖放流作为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的
一项重要举措，对促进渔业种群资源恢
复，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增加渔业效益和
渔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农业部渔业渔
政管理局局长张显良表示。

据悉，按照《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行动纲要》确定的增殖放流目标任务，《农
业部关于做好“十三五”水生生物增殖放
流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每
年将增殖水生生物种苗数量 400 亿单位
以上。初步构建“区域特色鲜明、目标定
位清晰、布局科学合理、评估体系完善、管
理规范有效、综合效益显著”的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体系。

近年来，随着放流规模的不断扩大，
渔业种群资源得到有效恢复。据调查，在
图们江、鸭绿江等自然水域，多年不见的
名贵鱼类又重新出现，如花羔红点鲑、狗
鱼、鳜鱼、大马哈鱼、滩头鱼等，渔业资源
衰退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青海湖10年
封湖育鱼效果明显，据专家测算，增殖放
流对青海湖裸鲤资源恢复的贡献率达到
了23%。

同时，增殖放流改善了水域生态环
境。江苏省湖泊等封闭型内陆水体放流
效果尤为明显，“四大家鱼”等品种产量显
著增加，其中鲢、鳙对抑制水体富营养化
起到积极的作用，从湖体中带走了大量的
氮、磷等营养元素，有效降低了水体的营
养负荷，对内陆湖区的藻类密度也起到了
有效抑制作用。

此外，增殖放流促进了濒危物种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安徽省黄山区水产局
在谭家桥、耿城、焦村、乌石等沿黄山
周边峡谷溪流中均发现大鲵，大鲵自然
种群数量得到初步恢复，生态环境得到
有效改善。

养好鱼——

健康养殖是渔业发展重头戏

淘汰落后的养殖方式，加快完善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科学划定养殖区
域，明确限养区和禁养区。严格控制
限养区的养殖规模，大力发展大水面
人工增殖、离岸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

当前，我国养殖水产品已占到全国水
产品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左右，然而部分地
区养殖布局不合理、养殖方式落后、养殖
密度过大、投喂不科学等问题造成局部污
染严重，影响水域生态环境和养殖质量。
因此，转变养殖方式，开展健康养殖是渔
业绿色发展的重头戏。

洞庭湖是我国传统的淡水渔业产区，
过去，在养殖过程中，饵料、肥料、鱼药大
量投放，未经处理超标排放问题比较突
出，造成了水质富营养化等污染。

针对这一问题，农业部去年启动了湖
区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理试点。通过拆
除大湖围栏围网养殖，控制水库网箱养殖
密度，发展池塘循环水养殖，确保了集中
整治区域水质逐步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

重庆市深化水域牧场建设，采取“以
水养鱼、以鱼养水、鱼水相依”模式，按“三
不投”原则推进淡水生态渔场建设，大力
推广鱼菜共生技术模式，既改善了池塘水
质，减少了病害，又增加了效益。

近年来，农业部持续开展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创建，淘汰不合理的超高密度池塘
养殖、近海普通网箱养殖、内陆大水面投
饵网箱养殖等落后的养殖方式。2017年
将创建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10 个以上，
创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500个以上。

于康震表示，要加快完善养殖水域
滩涂规划，科学划定养殖区域，明确限
养区和禁养区。将宜养水域、滩涂纳入
养殖区域，保护渔业基本生存空间。要
兼顾资源环境保护和生产发展，既不能
一禁了之，也不能盲目地一窝蜂发展。
同时严格控制限养区的养殖规模，对于
不合理水库投饵网箱养殖和近海高密度
网箱养殖，要按养殖容量合理疏散，大
力发展大水面人工增殖和离岸深水抗风
浪网箱养殖。要适度发展优质特色品
种，结合转方式调结构的政策导向，合
理引导养殖品种和数量。

水域生态环境污染状况不容忽视，传统捕捞和养殖方式难以为继——

鱼水共护，健康养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初秋时节，瓜菜飘香。
在河南省扶沟县曹里乡樊家
村，放眼望去，一排排日光温
室和巨型蔬菜大棚整齐划
一，颇为壮观。这是惠民蔬
菜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

作为全国第二大蔬菜生
产县，扶沟县拥有瓜菜播种
面积 52 万亩，近 13 万人从
事蔬菜产业。面对近年来全
国蔬菜价格的季节性、品种
性波动，扶沟县积极推进蔬
菜产业结构调整，主打“效
益”牌，把蔬菜新品种和生态
农业相结合，提升了蔬菜园
区的档次，蔬菜产业结构迎
来了 3 个大变化，品种、品
质、品牌都在提升。

第一个变化，品种调优
了。原来种“大路菜”，现在
种高端瓜菜，种植品种由原
来的种植黄瓜、西红柿、西葫
芦等普通品种，发展为种植
种类繁多的高端蔬菜。

第二个变化，品质提升
了。原来蔬菜种植是一家一
户育苗，现在变为工厂化育
苗，全县蔬菜育苗工厂达到
12 家，基质育苗、新式嫁接
育苗大大提升了作物抗病虫
害的能力；原来，瓜菜生产以
露地瓜菜、普通大棚为主，现在发展为日光温室、巨
型棚、双层拱棚等多种栽培模式并存。全县90%的
蔬菜采取了育苗栽培技术。由于品质的改善，蔬菜
损耗率由原来的25%下降到8%。

第三个变化，品牌做大了。原来，蔬菜种植户多
是单打独斗、形不成合力，现在形成以蔬菜企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为主的蔬菜园区。经过几年的发展，
全县现有50亩以上的蔬菜基地266个，300亩以上
的蔬菜园区118个；蔬菜种植公司6家、蔬菜种植合
作社128家、蔬菜家庭农场22家。随着特色蔬菜向
优势产区集中，集示范推广、科技培训、加工出口和
休闲农业于一体的综合型蔬菜园区越来越多。

如何解决蔬菜的销路问题？扶沟县加强了无公
害出口蔬菜的申报认证及商标注册工作，引导农民
培育品牌，努力用“绿色菜、健康菜”赢得大市场。目
前，全县有机、绿色、无公害蔬菜品牌共有42个，建
成国家级无公害生产基地4个，完成了13万亩无公
害农产品产地认证，形成了互联网、农超对接、农校
对接等多元化销售模式。“扶沟蔬菜”“鑫福口”等品
牌蔬菜可免检进入北京、上海、郑州等各大蔬菜市场。

与此同时，该县实行了严格的蔬菜生产准入制，
对达不到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的区域，不支持
其发展蔬菜生产；为各蔬菜生产基地和重点蔬菜生
产村建立档案，实行蔬菜生产责任追溯制度，对生产
过程实行安全监控；同时建立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检
测中心，对达不到标准的蔬菜禁止上市销售。

如今，全县蔬菜总产值 46.8 亿元，从事蔬菜产
业的农民人均收入8600元。吕潭乡鸿运蔬菜种植
合作社聂长征种植6.5亩蔬菜，年收入达18万元，家
里的交通工具也由原来的摩托车换成了小轿车，社
员们笑称：“大棚种菜就是好，开着轿车往地里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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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启动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已有
两年，上海市农委及相关部门集中科
研院校和优势企业，研发出50余种适
合上海乃至长三角区域消费者口味的
马铃薯主食产品，居全国领先水平

马铃薯耐寒、耐旱、耐瘠薄，适应性广，
容易种植。预计到2020年，我国50%以上
的马铃薯将作为主食深加工产品进行销售。

但马铃薯的淀粉结构和其他谷物淀粉
不同，加工性较差，难以成型。上海市农业
科学院农产品保鲜加工研究中心博士乔勇
进介绍，一般馒头添加马铃薯超过 30%，
口感就很差。他说，“我们通过添加一种高
活性的植物蛋白，加上工艺创新，解决了马
铃薯的组织结构问题，现在添加量可以达

到90%，口感也很好”。
上海市农委经商处处长王德弟告诉记

者：“上海被列入国家全面推进马铃薯主食
化产品开发第二批试点城市之一。经过一
年多的市场调研，实地考察了国内马铃薯
生产基地，也了解了国外马铃薯主食的食
用情况。我们组织上海本土的科研团队和
23家企业一起研发适合上海人口味的马铃
薯主食产品。通过综合考评，已确定第一
批10家企业为马铃薯主食化试点企业。”

在过去一年里，上海市农委召集种植
业办、上海市农业发展促进中心、上海交
大、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开展了马铃
薯主食化产业升级的一系列工作。

农发中心组织加强校企合作、推进技
术攻关，引导上海交大、上海市农科院等科
研院校成立马铃薯主食化研发团队，与地

方龙头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借助企业现有
的渠道，将马铃薯产品全面推向专卖店、超
市、社区和市场等，提高了马铃薯主食产品
在上海的销售量和覆盖率。

上海交通大学专门成立了由王正武教
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现代食品加工”的校级
科研团队，设立马铃薯食品加工关键技术、
马铃薯食品营养与功能评价和马铃薯食品
贮运与包装技术3个研究方向。目前，马
铃薯主食化项目正在按计划紧张进行，粗
制马铃薯主食相关产品30多种，已研发成
熟马铃薯馒头、蜂蜜蛋糕、汤圆、春卷等产
品8种，申请专利8件，另有7种马铃薯产
品正在研发中，并在马铃薯功能饮料、原料
加工性能评价、防伪检测技术等方面进行
了拓展。

日前，2017上海马铃薯主食文化展举

办，展示了科研院校和10家试点企业根据
上海消费者口味研发的50余种马铃薯主
食 产 品 ，其 中 全 粉 添 加 比 例 为 10% 至
56% ，马 铃 薯 鲜 薯 添 加 比 例 为 80% 至
90%。据了解，企业研发的马铃薯主食化
产品投入市场以来均取得较好的销售成
绩。巴比的薯仔包已进入长三角地区
2000多家“巴比馒头”门店销售；清美的三
款马铃薯馒头和油条已全面覆盖清美所有
营销网点；元祖推出了原味和抹茶两种马
铃薯蜂蜜蛋糕，并已申请专利，建立了马铃
薯蛋糕产品标准；艺薯家开办了首家以马
铃薯为主食的餐厅……

“下一步上海将搭建全国首个马铃薯
主食产品市场营销平台，各地优质的马铃
薯及其主食产品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交易，
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王德弟说。

上海:马铃薯主食产品渐入百姓家
本报记者 沈则瑾

近年来，山东省烟台市稳步推进“海上粮仓”建设，通过培育水产养殖、渔业增殖、海洋捕捞、加工流通和休闲渔业五大主导产
业，提高渔业经济效益，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图为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海域养殖区，木排浮箱漂浮在海面上。

高启民摄 （新华社发）

④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鼓励和支持千家万户投
身井冈蜜柚种植，共享产业发展成果。目前，全市井
冈蜜柚种植总面积达36万亩，投产面积5.5万亩，每
亩年增收近万元，井冈蜜柚逐渐成为老区群众致富
的“摇钱树”。图为10月24日，吉安市峡江县罗田镇
金源果业合作社果农采摘井冈蜜柚。 曾双全摄

蜜柚成了“摇钱树”

为切实维护
海洋伏季休渔秩
序，福建省海洋
与渔业执法总队

“中国海警2112”
船执法人员和连
江县海洋与渔业
执法大队黄岐中
队执法人员开展
海上巡航检查。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本版编辑 向 萌

邮 箱 jjrbms@163.com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 吴秉泽报道：贵州省积
极开展绿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今年上半年，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展农产品推介活动，签约
订单4000多份，合同金额90.05亿元。

贵州省创新产销对接机制，构建稳定长期销售
渠道，抓好线上线下平台融合，通过阿里巴巴产地仓
模式、京东直采模式、苏宁窗口采购模式进一步扩大
黔货采购数量。为确保农产品质量稳定，打响贵州
农产品品牌，贵州省商务厅正在建立质量安全追溯
系统。目前已启动农产品（鸡、蛋）溯源体系建设。

为充分发挥大数据资源优势，贵州省商务厅搭
建了农商互联大数据公共平台。商务厅微信端“农
商数据”信息平台现已发布3293家企业4153条关
于蔬菜、药材、菌类、畜禽等农产品的数据。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贵州省商务厅将举办“全
国百家知名连锁大型超市入黔采购”活动，建立更多
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

贵州推动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