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态 环 境 和 渔 业 生 产 安
全，是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的前提，也是委员关注的焦
点之一。

海 产 品 赖 以 生 存 的 最 基
本条件是水域环境，吴愉萍
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我
市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存在陆
源污染物影响水质、涉海工
程建设破坏了渔业功能、生
产生活带来了富营养化污染
等问题。

好 的 水 质 ， 才 能 “ 出
品”高质量的海产品。吴愉
萍委员认为，在开展渔业养
殖环境普查基础上，健全涉
渔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
补偿机制，加大力度遏制富
营 养 化 污 染 。“ 首 先 要 通 过
技术改进，最大限度提高饲
料物质的转化效率，最大限
度减少饲料浪费与损失，最
大限度增加对留存饲料物质
的输出，尽可能减少渔业养
殖 带 来 的 水 体 富 营 养 化 污
染。”吴愉萍委员建议，“其
次，要继续强化流域水源污
染治理。加强对工业企业废
水排放的监督和管理，确保
超 标 废 水 治 理 达 标 后 排 放 ；
加强对生活污水和畜禽养殖
废水排放的治理和管控；继
续深入推进‘肥药两制’工
作 ， 减 少 化 学 氮 肥 的 投 入 ；
通过建设生态湿地、农田氮
磷生态拦截系统等措施，对
入海水域进行净化处理。”

“渔业安全研究不深、人
员配备不足、装备不齐、保
障不够、指挥不畅等问题突

显，我市渔业安全生产监管面
临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

刘长军委员非常关注渔业
安全生产问题。他认为建立象
山县海事渔业安全联合指挥中
心 极 为 重 要 ，“ 象 山 有 近 3000
艘渔船，是全市渔业管理的重
中之重，象山海域也是船舶事
故多发高发区域。海上应急处
置时间性强、要求高，建议整
合海事和渔业部门资源，实质
性建立联合指挥中心，实体性
联 合 值 班 值 守 、 联 合 会 商 研
判、联合指挥调度，真正实现
信息共享、无缝对接，切实提
高 处 置 效 率 。” 此 外 ， 刘 长 军
委员还建议推进数字预警和切
实 强 化 落 实 渔 船 编 组 ，“ 加 快
推进海上宽带建设，着力解决
陆海视频联络不畅问题，加快
研发疲劳驾驶预警警示等实用
性强、破解安全监管难点堵点
的 应 用 场 景 。 要 在 亲 戚 、 好
友、村民小组等紧密连带关系
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编组。出
港作业渔船编组生产、结伴航
行、同进同出，确保万一发生
险情和事故，能够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

“ 月 谈 会 上 ， 委 员 根 据 自
己 的 工 作 实 践 和 调 研 畅 所 欲
言，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为
我市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会后，市政协将继续积
极发力助推，扎实推动我市海
洋渔业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
打造渔业振兴宁波样板和建设
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作出新的更
大 贡 献 。” 市 政 协 相 关 负 责 人
表示。

生态环境和生产安全“两手都要硬”

保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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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要建设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加快海洋渔业产业
转型，实现海洋渔业高质量
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

海 岸 线 总 长 1562 公 里 、
拥有 500 平方米以上的海岛
531 个……如何利用好如此丰
富 的 海 洋 资 源 ， 向 生 态 良
好、产业兴旺、装备先进 、
产品优质、渔民增收、平安
和谐的现代海洋渔业高质量
发展格局迈进，委员们在发
言中都强调要重视科技驱动。

近 海 渔 业 资 源 不 断 衰
减，发展远洋捕捞是实现宁

波海洋渔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
选择。发展远洋捕捞，势必以
科技创新为动力，积极推进渔
船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推 动 生 产 方 式 转 变 ， 以 机 代
人，提高效能、降低成本。

从滩涂走向“深海”，进一
步做大做强养殖业，种苗是基
础 。 种 子 被 誉 为 农 业 的 “ 芯
片”，技术含量极高。要加大水
产种业研发应用力度，组织实
施好水产遗传育种关键性技术
攻关项目，提高宁波水产新品
种育种创新能力，加快良种繁
育技术示范和推广，培育一批

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现
代化的水产原良种生产基地和

“育繁推一体化”的水产种业企
业。此外，养殖过程中，需要
依托物联网等各类新技术，安
装精准管控智能装备，实现水
产 养 殖 的 在 线 监 测 、 精 准 饲
喂、自动净化。

从海洋到餐桌，海洋渔业
产业链很长，需要通过科技加
持 和 数 字 赋 能 ， 助 推 分 配 流
通、运营管理模式创新，完善
水产品养殖户信息平台、水产
品从业人员信用监管平台、水
产 品 质 量 与 交 易 信 息 追 溯 平

台 ， 形 成 上 下 联 动 、 业 务 协
同、信息共享的现代化渔业产
业 体 系 ， 从 而 为 群 众 提 供 新
鲜、安全、丰富的海产品。

海上渔业生产安全，更离
不开信息化的保驾护航。通过
深化数字渔港和渔船精密智控
建设，建立健全渔港、渔船、
渔民数据中心，推进智慧海渔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渔船海上
有效通讯和渔船安全实时监控
指挥中心建设，实现全天候监
控 、 全 覆 盖 管 理 、 无 缝 隙 对
接，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的坚
实基础。 （何峰）

科技驱动，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宁波向海而生，海洋渔
业是宁波的传统产业，渔业
产值占全市大农业的比重超
过三分之一。宁波人对海产
品有着独特的情怀，可谓是
餐桌上的“标配”。推动海洋
渔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是 建 设

“海上粮仓”、保障“粮食安
全”、丰富老百姓餐桌的重要
举措，也是宁波建设现代化
滨海大都市的内在要求。

5月 9日下午，市政协举
行“请你来协商”活动暨委
员月谈会，委员与有关部门
负 责 人 进 行 协 商 交 流 ， 为

“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

宁 可 食 无 肉 ， 不 可 餐 无
鱼。海产品一直是宁波市民优
质 食 用 蛋 白 质 的 重 要 来 源 之
一 ， 也 是 宁 波 人 的 “ 必 需 品 ”
和浓浓乡愁。一个宁波人如果
出差在外一星期，问他最想念
家乡的东西是什么，那他的回答
大概率是海鲜。

在近海捕捞资源日益衰减的
背景下，保障海产品供应，首先
面临的问题是海鲜从哪儿来？

增加海产品供给，丰富市民
“菜篮子”，做优水产养殖和做大
远 洋 捕 捞 ， 实 现 “ 两 条 腿 走
路”，是委员们的一致看法。

“ 要 在 拓 展 渔 业 增 量 上 做
‘加法’，在优化捕捞结构上做
‘减法’，在提升产业发展上做
‘乘法’，在渔业安全生产上做
‘除法’。”俞骏委员来自象山，
第一个发言的他抛出“做好‘加
减乘除’，推进海洋渔业高质量
发展”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近年来，我市水产养殖面
积 逐 年 缩 减 ， 从 2012 年 的
89.801 万 亩 锐 减 至 2021 年 的
61.782 万亩，养殖效益也明显下
降。建议加快实施我市新一轮
海 上 养 殖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行 动 ，
推广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等新
模式，做大做强大黄鱼、梭子
蟹等优势主导品种养殖示范区
和海洋牧场示范区，提高养殖
亩均效益。完善养殖水域滩涂
规 划 ， 科 学 划 定 水 产 养 殖 红
线，推动浅海滩涂养殖确权试
点，探索开展深远海智能化养

殖。”就如何做好渔业增量的“加
法”，俞骏委员经过调研提出了具
体 建 议 ，“ 把 远 洋 渔 业 作 为 宁 波

‘十四五’海洋渔业发展的重点，
支持培育金枪鱼、鱿鱼、南极磷
虾等远洋渔业捕捞船队，构建新
型全产业链经营形态，打造辐射
面广、带动性强的区域性远洋渔
业产业集群。”

耕海牧渔，是增加海产品供
应的有效途径。郑丹委员认为应
该 向 深 海 进 军 ， 实 施 “ 蓝 色 粮
仓”工程。“当前，宁波水产养殖
还局限于陆地大田养殖、港湾内
网箱及贝藻养殖，深海养殖涉及
较少。”她建议，实施水产养殖红
线，划定一批养殖区，加强深海
养殖装备、技术、模式、品种攻
关，从近岸港湾养殖转向深蓝养
殖。

养殖要走向深海，捕捞则应
该进军远洋。

我市的远洋渔业曾长期位居
全国前列，但近年来我市远洋渔
业发展放缓，无论在远洋渔船数
量、产值占比，还是在远洋渔业
配套设施、政策激励机制等方面
都落后于舟山、荣成等地。江财
国 委 员 认 为 ， 在 当 前 渔 船 “ 双
控”、海洋资源亟待恢复的大背景
下，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能解
决转产渔民上岸问题，更能推动
宁波海洋渔业跨越式发展。

“要把远洋渔业作为我市渔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江财
国委员建议，以打造浙江省远洋
渔业母港 （石浦港） 为目标，在

水产养殖和远洋捕捞“两条腿走路”

增加海产品供给

如何让餐桌上的海产品更优质更安全？
——市政协委员为“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捕捞只是起点。实现海洋
渔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建设生
产 捕 捞 、 加 工 、 储 存 、 流 通 、
消费等各环节紧密连接的绵长
产业链。

宁波人吃海鲜，讲究“透
骨新鲜”。海产品到餐桌上还能
保持“高品质”，硬件设施尤为
重要，冷库、渔港、市场是重
中之重。

“推进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建
设 是 海 洋 渔 业 产 业 升 级 的 核
心，而构建贯通各环节、全过
程的海洋渔业冷链物流社会化
服务网络，是核心中的关键。”
郎文琴委员认为，海产品由于
难保鲜、易变质的特点，储存
运输极为重要，她在近期的实
地调研中发现，我市海洋渔业
冷链物流存在体系不全、组织
不强、管理不精等短板。“由于
冷库供给不足，从石浦渔港上
岸 的 近 40%海 洋 水 产 品 只 能 以
初 级 产 品 形 式 销 往 外 地 。 此
外 ， 我 市 还 有 约 20%左 右 的 冷
库库温不稳定，造成海产品肉
质发黄，每年直接经济损失上

亿元。”她举例说。
郎文琴委员建议，打破传统

横向管理的瓶颈，建立纵向一体
化管理体制，凝聚农业农村、资
规、财政、经信、供销社、金融
等部门合力，整合现有冷链物流
行业资源，构建全域信息化冷链
物流综合体系，全面推进集仓储
冷链、分拨配送、展示展销、品
牌运营、应急保障、配套服务于
一 体 的 智 慧 化 、 网 络 化 、 综 合
化、绿色化的市域海洋渔业冷链
物流网络建设。

实 现 海 洋 渔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流通领域是重要一环。金华锋委
员说，宁波现有的水产品批发市
场已经不适合城市发展，建议搬
迁至合适区域进行改造提升，打
造与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定位相匹
配的高档次水产品交易市场。

金华锋委员分析，现有的水
产品批发市场开设于 1993 年，面
积小，功能布局不够合理，限制
了更多功能板块的延伸拓展。金
华锋委员设想中的新市场将引入

“互联网+金融+生态”的专业市
场新模式，打造数字化东海水产

硬件设施和数字应用“双向发力”

构建完整产业链

远洋造船、后勤运维、精深加
工 、 冷 链 物 流 、 土 地 、 人 才 、
招商、南极磷虾产业园等方面
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他进
一步解释，要充分发挥国家四
大 渔 港 —— 石 浦 渔 港 的 作 用 ，
将象山港和石浦港纳入宁波舟

山 港 统 筹 发 展 ， 充 分 激 活 象 山
港、石浦港口岸线资源，“打造石
浦渔港远洋渔业科技园区，建立
产品加工销售、分工协作、互利
互惠的产供销一体化和渔工贸一
条龙的产业化体系，延长产业链
条，增加规模效益。”

我市渔民出海捕鱼。（徐能 摄）

记者 何峰

记 者 手 记

交易中心。“新市场将成为体
验 式 商 业 街 ， 以 旅 游 、 商
业、甬港文化、海鲜题材为
主打，吃、喝、玩、乐、赏
全面覆盖的综合性沉浸式主
题商业街区。应季海鲜做主
角，开创海鲜餐饮新时代，成
为一个‘有腔调’的海鲜聚会
区。”金华锋委员说，同时，新
市场将深度展现宁波的海港、
海鲜、渔民文化和风俗，用“实
景 +体 验 ”的 方 式 演 绎“ 最 宁
波”的渔文化历史，成为东海
渔文化博物馆。

“新的水产品批发市场将
会是宁波乃至长三角的交易
中心标杆，成为富有地域海
洋文化特色的城市名片。”话
音 未 落 ， 热 烈 的 掌 声 响 起 ，
金华锋委员的描绘，让参会
人员向往不已。

实 现 海 洋 渔 业 高 质 量 发
展，数字赋能尤为重要。叶宁
委员建议，深化大数据整合共
享 ， 加 速 建 设 “ 渔 业 产 业 大
脑”。“2022 年省农业农村厅提
出要着力打造以产业服务、产
业地图、全产业链数字化为核
心 的 产 业 大 脑 ， 形 成 上 下 联
动、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数
字渔业产业体系。在完成上述
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构建统一
的 数 据 共 享 机 制 和 共 享 平 台 ，
打破信息孤岛，强化渔业数据
的整合、挖掘和分析，助推渔
业捕捞生产、分配流通、运营
管理模式创新。”叶宁委员说，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加 大 支 持 力 度 ，
率先协同推动奉化区开展“渔
业产业大脑”先行试点，用实
际成果推动我市的数字化改革
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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