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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瓜果飘香。
在宁海长街镇下蔡村鑫越家

庭农场种植基地，近 30 亩“提
味”西瓜第一茬瓜销售已近尾声。

“提味”是由我市本土企业宁
波微萌种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西瓜新品种，去年开始小面积试
种，今年大面积示范推广。鑫越
家庭农场成为示范点之一。

鑫越家庭农场负责人胡银建
有多年种植西瓜的经验，以前种
的一直是宁波瓜果市场上常见的

“8424”品种。“第一年种植‘提
味 ’， 刚 开 始 时 心 里 确 实 没 有
底。”胡银建说。

上月中旬，随着基地西瓜陆
续成熟、采摘上市，胡银建的心

放下来了。上月 31 日下午，全市
瓜菜新品种展示暨“提味”西瓜
示范现场观摩会开到了鑫越家庭
农 场 西 瓜 基 地 。 来 自 各 区 县

（市） 种子管理站的技术人员和瓜
菜种植大户为“提味”西瓜点赞。

据胡银建介绍，今年同时栽
培了“提味”和“8424”两个品
种。从种植情况来看，“提味”的
种植周期比“8424”多一个星期左
右，“提味”第一茬瓜亩产 2000 公
斤，比“8424”增产 200 公斤至 250
公斤，单价高出30%以上，每亩增收
2000元至5000元。 作为新一代西
瓜品种，“提味”具有皮薄、甜度高、
口感脆、产量高等优点。

一 直 以 来 ， 我 市 西 瓜 以
“8424”为主栽品种。但一个西瓜
品种种植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抗

逆性差、品质下降等问题，亟须
选育综合性状优良的更新换代品
种。

为了振兴宁波本地瓜，微萌
种业公司经过多年精心选育，研
发成功“提味”西瓜。技术人员
表示，“提味”以优质为目标，瞄
准本地种植和消费市场，力争成
为宁波西瓜的主栽品种，并逐步
向全国推广。

2015 年到 2017 年，在市种子
管理站、鄞州区农科所、鄞州区
种植业服务站的支持下，“提味”
在镇海庄市、宁海长街和鄞州姜
山、洞桥的一些试验示范基地进
行了试种。与此同时，通过现场
观摩、参加评比等各种途径，微
萌种业不断加大“提味”的推广
力度，去年通过品种登记并申请

植物新品种权。在推广初期取得
品种保护，这为今后打开市场打
下了基础。

市种子管理站站长张继群表
示，“提味”西瓜的横空出世，是
宁波市瓜菜新品种选育的一次重
大突破。但不可否认，“提味”目
前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微萌
种业负责人告诉笔者，今年“提
味”在上海、江苏、安徽、河南
和省内的杭州、乐清等地已有栽
培，面积共计 2000 亩左右，其中
我市约700亩，仍处于推广的起步
阶段。令人欣喜的是，在最近举
行的浙江省瓜菜新品种现场观摩
暨 十 佳 西 甜 瓜 品 种 品 鉴 评 选 会
上，“提味”西瓜获得十佳西甜瓜
第一名。

张继群说，在宁海等西瓜种

植重点区域开展“提味”西瓜新
品种栽培技术研究与展示示范，
通 过 举 办 农 民 技 术 培 训 班 ， 让

“提味”西瓜种植大户掌握新品种

的栽培技术，加快“提味”西瓜
的 推 广 应 用 速 度 ， 满 足 市 民 对

“提味”西瓜的需求，打响宁波西
瓜新品种品牌。

我市技术人员自主研发

“提味”西瓜走上市民餐桌

现场展示的“提味”西瓜 （孙吉晶 摄）

伏
季
休
渔

如
何
打
好
海
陆
监
管
﹃
组
合
拳
﹄

从2017年起，东海伏季休渔提前到5月1日开始。“船
进港、网封存、证集中”，长达四个半月的休渔期，就是为
了给海里的鱼虾蟹创造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推动浙江渔
场复兴和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之相应的，是步步趋严的伏休禁渔监管执法。今年
是实施“最严”伏休监管第三年。对于很多“无海鲜不
欢”的宁波人来说，支持禁渔严管，不吃“热气鱼”，合力
保护“鱼子鱼孙”已逐渐成为共识。

“伏休监管是一场‘持久战’‘全民战’。”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省、市党委政府对伏休期“一打三整治”
的具体要求，在全面休渔阶段，我市今年全面落实“以陆管
海”“以港管海”措施，管住海上、港口、市场等各个关口，着力
破解执法监管中的各个难点，确保实现“沿岸不见绝户网、海
上不见应休船、市场不见违禁鱼”的工作目标。

夜晚，偏僻的海湾里，一根插
在泡沫板上的木棍，在海上漂流，
底下却藏着玄机：执法人员用钩子
将木棍钩起，灯光照射处，一张
30 多米长的游丝网被慢慢拖了出
来，“这么细密的网，鱼儿一旦撞
进去，在劫难逃。”渔政执法人员
说。

这是上月下旬市农业农村局渔
政支队在象山港内开展夜查违禁网
具，伏击非法偷捕的一幕。支队长
黄章伟说，每年 5月是象山港马鲛
鱼旺发的季节，随着禁渔监管力度
加大，市场上“热气”海鲜成了稀
罕物，价格猛涨，个别人为谋取非
法利益，不惜铤而走险。清除禁用
网具、打击偷捕船成为伏休海上监
管的重点。

连年高压严打之下，“偷捕者
白天不敢动，夜里选择偏僻的湾
汊，设网偷捕，玩‘躲猫猫’。”市
农业农村局渔政支队副支队长黄剑
波介绍，偷捕船往往是简陋的排筏
或者五六米长的小船，没有电子信
号特征，很难发现，而且今年又有
一个新情况：个别偷捕小船加装了
大功率推进器，速度可达每小时
14节，企图逃避打击。

为此，市、区 （县） 两级渔政
执法部门联动，并联合属地公安和
政府，有的放矢进行打击。“执法

船加大频次，组织开展‘白+黑’
‘5+2’海上巡查行动”，奉化区农
业农村局渔政大队李静辉说，除了
海上巡查、夜间码头蹲点，他们还
组织“清港行动”，采用大型驳船
和水上挖机清理地笼网，至今已查
扣涉渔“三无船”15 条，清缴地
笼网、流刺网等违规网具 1500 余
顶。

偷捕犯法，但屡打难绝，是伏
休禁渔监管的一大难点。究其原
因，与违法的低成本、高收益诱因
不无关系。买一张地笼网几十元，
购置一条旧排筏也不过几千元，若
没被抓获，一晚上偷捕收益就有上
千元。

打击非法捕捞，全面开展禁用
渔具整治很关键，也是“一打三整
治”的内容之一。通过划片包干，
清除滩涂港湾地笼网、滩涂串网和
违规张网，“这两年，我们构建行
司协作机制，偷捕的渔获物达到一
定数量，够上刑事标准的，涉案人
员交由公安机关处置，检察部门迅
速跟进。”黄章伟说，依法从严惩
处，发挥法律对偷捕行为的强大震
慑力。

伏休以来，我市利用人工巡滩
和无人机等对沿岸滩涂、岙口开展
违禁网具巡查，清缴各类违规网具
1.1万顶。

海上关
高压严打，清网、围剿偷捕“两手硬”

近日，象山县渔业安全指挥中
心的渔船进出港识别管理系统发出
急促警报声：在石浦港东门口发现
一艘疑似“三无”渔船。工作人员
立刻联系县渔业行政执法大队。值
勤执法船艇随即赶到现场处理，将
该船查扣，从发现到扣押用时仅 15
分钟。

象山是海洋捕捞大县，光合法
海捕渔船就有3000多条。对海岸线
绵长、岛屿众多的象山来说，如何
监控渔船动向，特别是及时发现

“三无”船，对保障渔业安全生产
秩序，提升“一打三整治”的准
度、精度特别重要。

从去年起，象山县大力推进智
慧渔港建设。县里投资 1100 万元，
在环石浦港区域的铜瓦门、东门
口、下湾门等 6 个渔船进出港口门
安装了渔船进出港识别管理系统，
并于今年 5 月 1 日伏休开始时正式
投入使用。

“像快艇这类小船藏身隐蔽，
靠人力排查难免有疏漏，有了‘天
眼’，一举一动都能‘看到’。”象
山县水利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套系统包括石浦港进出港
雷达识别系统和环石浦港视频监
控系统，对进出港渔船实施全天
候、全时段、全区域管控，为彻
底清剿“三无”船舶编织了一张

“天网”。
伏休半个月，依托该系统，象

山县发现疑似违规渔船 8 艘，并确
认查扣2艘小型“三无船”。

此外，象山县还对所有渔船设
置渔港和敏感水域电子围栏、安装
船载视频监控系统以及“海上通”

“迪泰”等渔船通信设备，配置渔
船进出渔港报告、渔捞日志报告、
渔业船员身份信息报告三合一终端
采报。

港口监管提升技防水平，岸上
千名干部进渔村摸底盘查，从而编

织 起 一 张 打 击 非 法 捕 捞 的 大
“网”。象山警方还成立专案组，对
禁渔期非法捕捞行为实施精准、集
中打击。经过前期的详细侦查，上
月底，警方组织百余名警员集中

“收网”，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 25
人，打掉三个非法捕捞团伙，查
获“三无”渔船 8 艘，缴获渔网
近百顶，打了今年伏休以来的一
场漂亮仗。目前，有23人因涉嫌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
留。

伏休以来，我市大力开展涉渔
“三无”船清缴整治与清港行动，
共查扣“三无”渔船 99 艘。“管住
码头，看牢船只，是遏制非法渔获
物流入市场的一个重要环节。”市

“一打三整治”协调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涉渔乡镇“定人联船”制度
落实得好不好，对保卫伏休监管成
果至关重要，要做到所有渔船“应
休尽休”，伏休渔船管理不留死角。

码头关 人技结合密织“网”，让违规渔船无处遁形

5 月下旬，由农业农村、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公安、经信、商
务 6 部门派员组成的市“一打三整
治”执法联动督导小组，兵分两
路，对 11 个区县 （市）、功能区开
展连续三天的督导检查，重点检查
各地农贸市场、水产交易市场、饭
店排档是否有销售违禁渔获物情
况，查看市场举办方、经营户索证
索票制度落实情况，并追查违禁渔
获物来源及销售渠道，研究对策。

暗访组在宁海、
慈 溪 等 地 的 菜

市 场 、 海
鲜 坊 ，

仍 发

现、收缴了带鱼、虾蛄、梭子蟹、
马鲛鱼等10多公斤违禁渔获物。“与
去年相比，今年销售违禁渔获物、票
证不规范的现象有所改观，但仍不
容乐观。”市“一打三整治”协调办相
关负责人说，把住市场消费这一末
端关口，还需要多下功夫，推行有
效举措，将制度落实好。

宁波有大小 8000 多家餐馆，而
众多食客又对“热气”海鲜钟爱有
加。如何禁止违禁海鲜上桌，是个大
难题。去年五六月间，外省一些水产
经销商打“擦边球”，将海捕的活虾
蛄、活梭子蟹以所谓“暂养货”名义
大量卖到宁波。今年，我市对上述两
个产品实施禁售令。本月 6 日起，奉
化区对市场监管再加码，禁止梅筒
鱼上市交易。“伏休前入库的那批冰
冻梅筒鱼已基本售完，现在入市的
往往是偷捕来的。”区渔政执法大队
负责人说。

“海水产品上市交易，要说清
楚来源，身份合法。”市农业农村
局渔业渔政处负责人说，海水产品
入市交易实施“索证索票”，今年
已是第三年，“经营户意识有了，
但做到位的仍不多。”上月中旬，
笔者跟随市检查组暗访几个菜市
场，都发现所售水产品品类、数量
与出示票证不一致，有的连来源都

说不出。
近期的检查发现，违禁渔获物

交易有新动向：不走批发环节，采
取小批量、场外交易的方式，直接
进入餐馆、大排档。渔政部门人士
说，本地偷捕的或是外地偷运来的

“热气货”，贩卖方用微信等组建销
售群，夜里在马路边，通过车对车
方式快速销售。部分餐馆还设置了

“暗格”，以对付检查。特别是针对
场外交易行为，需要相关部门采取
有效的应对办法。

据不完全统计，伏休以来，农业
农村（渔政）部门收缴、放生违禁渔获
物 3565 公斤。市场监管部门共出动
执法人员 1.38万余人次，检查市场、
超市、餐饮场所等经营主体38835家
次，联合相关部门查获违禁渔获物
2338公斤，对无法出具进货查验凭证
的经营户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418
份，行政立案8起。

据介绍，伏休已一个月多，之
前的海鲜库存去化得差不多了，接
下来市场供应将进入“饥渴期”，
偷捕偷卖行为可能会抬头。笔者获
悉，渔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已做好准
备，将进一步加大执法打击力度，健
全完善渔获物销售票证制度，严把
关口，也希望市民积极配合，不吃违
禁鱼，共同保卫伏休成果。

市场关 强化“身份核查”，堵住违禁渔获物入市漏洞

休渔了休渔了，，船进港船进港，，网封存网封存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160160多公斤活蟹放生大海多公斤活蟹放生大海 （（王林威王林威 摄摄））

市场检查市场检查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查扣的涉嫌偷捕排筏查扣的涉嫌偷捕排筏 （（李传斌李传斌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