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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象山丹西街道北门村
20 余亩场地、房屋统一打包对外
租赁，在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平
台挂牌拍卖后，最终以每年300万
元的价格成交，且 5 年租金 1500
万元一次性付清。这不但充实了
村集体经济的“荷包”，还起到了
招商引资的良效。

如 何 让 农 村 资 源 “ 活 ” 起
来，让村集体和农民增收的渠道
多起来？2011年7月，象山在全市
率先成立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不断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盘
活土地、山林等农村资源，让更

多农民享受改革释放的“红利”。
截至今年6月底，该县农村产权累
计交易1642宗，交易总额10.06亿
多 元 ； 各 项 经 营 权 证 抵 押 1190
本，贷款总额6.26亿多元。

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养殖
水面经营权、农村房屋财产权、
村集体资产股权、农业类知识产
权……目前，象山开展的农村产
权交易品种有九大类，并不断拓
展升级，尝试开展了影视棚、冷
库、沙滩、码头等新品种的交易。

三级平台交易体系的搭建，
为农村资源合理配置、社会资本
进入农村市场，提供了便捷、规
范的载体。象山在县便民服务中
心设立农办、农林、国土、海洋
与渔业、拍卖等7个窗口，组织开

展 200 亩以上或年交易额 50 万元
以上的县域范围内农村集体产权
交易；各镇乡 （街道） 搭建分中
心平台，组织开展年交易额 10 万
元以上的乡镇范围内农村集体产
权交易；村级则建立农村产权交
易服务站，做好相关上报、备案
工作。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象 山 利 用
“互联网+”模式，创新推出微信
拍 卖 交 易 方 式 ， 只 要 关 注 公 众
号 ， 参 与 者 可 线 上 报 名 参 与 竞
拍。“微拍”的出现，大大降低了
交易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交易串标等不良现象。该县推
出“微拍”至今，成交量已突破
千万元，目前正在镇乡 （街道）
和村级平台推广。

随着农村生产要素流动，闲
置资源被不断盘活，村强民富成
为一张张乡村振兴的实景图！西
周镇莲花塘约600亩养殖塘今年在
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平台挂牌，
分 24 个标段出让，报名竞标者有
40余人次。其中有 23.95亩中标价
为每亩 4088 元，比起标价高出每
亩888元，溢价率达27.8%。

农村产权交易的健康发展，也
促进了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以前，
个别村在对外发包过程中存在村
干部暗箱操作现象。如今，通过交
易中心平台，让一切在“阳光”下进
行，有效杜绝交易不公现象，从
源头上预防腐败现象发生。

下 一 步 ， 象 山 准 备 在 “ 微
拍 ” 基 础 上 持 续 创 新 ， 深 化 探

索，引入“VR看地”模式，将标
的物影像投放到屏幕中，交易方
不用亲临现场就能实地看样，从
而 提 高 交 易 效 率 。 同 时 ， 通 过

“管、服”把产权交易和三资管理
等打通，使集体资产必须进场交

易 ， 通 过 金 融 服 务 引 导 进 场 交
易，致力打造制度规范、构架清
晰、模式先进、品种齐全、风险
可控的“市级标杆、省内一流”
的县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添砖加瓦。

盘活农村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

象山农村产权交易总额突破10亿元

农村产权交易招投标现场。 （倪觊汝 沈孙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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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起，一场声
势浩大的“三无”船舶
清剿战在我市各地打响。

“陆上有‘黑车’，
海上同样有‘黑船’”。
宁波是海洋大市，光登
记在册的合法渔船数就
有 4400 多艘，但混杂其
间 的 涉 渔 “ 三 无 ” 船
舶 ， 长 期 以 来 打 而 不
绝，让渔政执法部门头
痛不已。

清 剿 “ 三 无 ” 船
舶，是“平安宁波”建
设中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的关键一环，重要性不
言而喻。“三无”船舶为
啥 禁 而 难 绝 ， 症 结 何
在？打赢这场清剿战该
怎么做？如何建立长效
机制，防止“三无”船
舶去而复返？日前，笔
者来到渔政执法一线，
寻找答案。

象山的渔船总数占到全市 7
成，也是“三无”船舶藏身最集中
的区域。7月 24日凌晨 5时，天色
才放亮，象山县海洋渔业部门联合
公安边防、海事、港航及相关镇
乡，开展清剿“三无”船舶雷霆行
动。

执法船从石浦渔政码头出发，
往鹤浦、高塘岛方向巡查。当航行
至鹤浦一级渔港三号码头附近时，
执法人员发现了目标，随即上船检
查。这条船的船号有明显涂改痕
迹，舱内没有船舶“铭牌”，也没
有相关船证资料等，被当场暂扣。

当天的行动，该县共出动执法
船9艘，调用民用船舶18艘，出动
人员 200 余名，并在石浦、鹤浦、
高塘岛 3 个重点渔业乡镇的 9 个区
域，海陆并进开展清剿行动。县海

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前期乡镇渔业协管员仔细排摸、不
定期海上检查执法、蹲点蹲守等方
式，对辖区内所有渔港、岙口及海
岛开展联合清港行动，力求“不漏
一船，不落一人”。至 7 月 31 日，
该县共查获“三无”船舶 85 艘，
已拆解34艘。

根据市里的统一部署，组成市
清剿“三无”船舶专项行动联合指
挥部，对涉渔“三无”船舶以及未
纳入区县 （市） 政府规范管理的

“三无”钓鱼船 （艇）、交通船、运
输船、休闲船 （艇）、养殖自备船
等进行专项整治。市“一打三整
治”协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
专项清剿行动，不光是渔政部门一
家“严打”，还集合了公安、海
事、港航以及沿海各地政府部门力

量，开展联合执法，实行无差别打
击，坚决遏制“三无”船舶反弹势
头。

从 7月中旬起，专项行动陆续
开展联合清港行动，市级层面对象
山港、杭州湾、三门湾等重点港
湾、港口和海域开展每月一次的联
合执法清剿行动，各区县 （市） 对
辖内所有涉海区域开展全覆盖、地
毯式联合清剿行动，重点打击船长
12米以上的“三无”船舶。

7 月 15 日，中国海监 7028 船
在三门湾海域查扣 4艘涉嫌非法捕
捞的“三无”船舶。7月25日至26
日，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在江浙
交界海域、象山港和城区内河三线
同时作战，一举查获涉嫌违法捕
捞、转载渔船 （渔运船） 7艘、涉
渔“三无”船舶 2艘和内河非法电
捕渔船 6艘。据统计，从 7月 12日
开 展 专 项 行 动 以 来 ， 10 多 天 时
间，全市共计出动执法船艇及辅助
船艇 177航次，出动执法人员 1275
人次，累计查扣涉嫌“三无”船舶
232艘，完成第一阶段任务。

清剿行动这样做——

陆海联动 地毯式排摸严打

上周末，笔者来到位于晓湾港
的象山县违规船舶扣留所。这里停
放着几十艘被扣留、等待拆解的

“三无”船舶，大的渔船、渔供船
有 30 多米长，也有不到 10 米长的

木制渔船和排筏。一名执法人员正
在给几条暂扣船编号，“都是这几
天扣下的，来自哪个乡镇要标清楚，
以便下一步处置”。

象山县海洋联合执法中心主任
张生荣说，涉渔“三无”船舶是危害
海上渔业安全生产的一枚“毒瘤”。

“三无”船干的是偷捕，而且船上安
全设施不全，“偷跑”出海，雷达又监
控不到，很容易酿成大祸。

据介绍，我市现今查扣的“三
无”船舶主要有三类，一种是大型
的“三无”渔船、渔供船，多是
2014 年 拆 船 减 产 时 船 主 不 愿 上
缴，偷偷“潜伏”下来的。这些船
自己编了船号，或者套用他人的船
号，隐藏在众多的渔船中，光凭外
观很难分辨。另外两类是简易的排
筏或者泡沫板材所制的小船以及冒
充养殖辅助船的“三无”船，个头
不大，造价低的只要几千元，在近
海从事偷捕、载客海钓等。因为违

法成本低，船主抱着“查到被拖走
不可惜，没查到继续干”的心理，
这也是“三无”船打而不绝，反复

“回潮”的“主力”。
清剿“三无”船，首先是发现

难。张生荣说，象山岸线长，岛多
港密，“三无”船混在全县 3000余
条合法渔船的“丛林”中，仅凭现
有的渔政执法力量，一艘艘地查，
显然力量不够，“每年，我们蒙着
眼都能查到 50 余条，可见隐藏的

‘三无’船数量不是个小数目”。其
次是执法难，特别是海上执法，频
遭抗法，风险很大。7 月 26 日凌
晨，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接到边
防部门报告，象山港大桥海域有非
法“三无”钢管船载客赴大桥桥墩
处进行钓鱼。执法快艇和护渔船立
即赶过去，“三无”船见状，慌忙
向岸边逃窜。眼看“无路”可逃，
船主竟然跳进海里，游至养殖区抗
法，后被执法人员救上了船。还有
一个因素是，沿海乡镇部分干部、
村民对“三无”船的存在，睁一眼
闭一眼。张生荣说，每个渔村有几
条“三无”船，都是谁在干，当地
村民一清二楚，但很少有人向执法
部门举报。

取缔“三无”船难在哪——

藏身隐蔽 利益驱动风险大

张生荣说，这次象山清剿“三
无”船舶行动，实行全县总动员，
刚猛有力，震慑力较大。经过这次
清港，沿石浦港区域“比较干净
了”。但他同时表示，“漏网之鱼肯
定有。清剿‘三无’船舶是项长期
的工作，不可能打一场仗就‘断
根’”。

这次清港行动查扣了为数不少
的玻璃钢快艇，如何处置？这让执
法部门犯了难。据悉，这些玻璃钢
快艇是当地渔民自行购买的，平常
用来钓钓鱼，或者出海玩耍下，相
当于小型的休闲钓船，一般 10 几
万元一条。据估计，整个象山类似
快艇有100多条。

市渔政部门同志介绍，这类快
艇最早在舟山出现，这两年向宁波
蔓延。这种快艇能不能用？该由哪
个部门监管？目前相关管理职责还
不明确，存在管理空白。象山县给
出初步意见，快艇长 5 米以下的，
以“三无”船论处；长 5 米以上
的，纳入规范管理。

根据市里的部署，清剿“三
无”船舶专项行动要一直持续到
11 月 底 ， 在 大 力 清 查 存 量 的 同
时，各地还将组织开展修造船厂

（点） 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无
证无照经营或非法改建造船舶现
象。查获的新建、新购“三无”船

舶，要追查源头，严厉查处。
清剿“三无”船舶，关键在于

清除其赖以藏身的“土壤”。这
次，象山县采取有奖举报的办法，
市民提供有效线索，最高奖励 5万
元。张生荣说，有奖举报对清剿行
动作用不小，还要继续下去，而且
以后清港要采取突袭的办法，把一
部分先期“逃出去”的“三无”船
抓回来。“明确是‘三无’船的，
坚决按有关法规，加快拆解。船主
不愿自行拆解的，由政府组织，强
制拆解，不留后患”。

清剿“三无”船舶既是维护公
平正义的亮剑行动，也是抓好渔业
安全生产的治本之举。象山县在严
打严查之外，积极研究落实严管制
度，对雇佣和允许“三无”渔船
作业的行为严肃处罚，防止非法
改建造渔船下水作业。同时加大
科技投入，运用北斗系统、固定
定位仪、港口视频监控、船位动
态手机 APP 等先进通信手段，实
时 全 程 掌 控 船 舶 动 向 ， 让 “ 三
无 ” 渔 船 “ 出 不 了 海 、 无 处 作
业”。张生荣说，下一步准备把

“三无”船的排查、管控纳入村、
镇网格化治理和基层服务站考核
中，推进专群结合管理模式，实现
长效管理，让“三无”船成为人人
喊打的“过街老鼠”。

怎样防止“三无”船反弹——

发动群众 网格化长效治理

本报记者 余建文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通讯员 曾 钢

““三无三无””船被扣押上岸船被扣押上岸。。（（余建文余建文 曾钢曾钢 摄摄））

给给““三无三无””船编号船编号。。（（余建文余建文 朱妍朱妍 摄摄））

等待拆解的等待拆解的““三无三无””船船。。（（余建文余建文 朱妍朱妍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