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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拆解解““旧旧渔渔船船””，，布布局局现现代代渔渔业业
加快传统渔业转型升级，争取到2020年让渔民收入翻番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李宁 毛伟春

传统打鱼不赚钱吆喝好多年了，为此政府给了渔民一些补贴，但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2013
年，烟台渔民人均纯收入仅15600元，要想从根本上转变现状，还需打破传统渔业，发展现代渔业。
今年8月，渔业部门在《烟台市现代渔业发展规划(2014-2020)》(以下简称《规划》)中明确指出，加快
由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争取到2020年，让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0000元，收入翻番。

捕捞经济鱼类少

合并小马力渔船

“我们船小走得近，拉回来的鱼不
值钱，经济鱼类少。”渔民老初说，有时
候一趟能打上万斤的鱼，但是黄鱼、黑
鱼、鲳鱼等经济鱼类少。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受渔业资源
环境约束，渔业捕捞产品中优质经济种
类比重偏低。”渔业部门工作人员说，渔
业部门鼓励引导拆解报废渔船，将小马
力渔船合并为大马力渔船，下一步将控
制近海捕捞强度，规范发展远洋渔业。

《规划》中指出，规划区域包括市域
大陆沿岸和主要岛屿的沿岸渔场；莱州
湾、烟威渔场、青海渔场三大近海渔场；
威东渔场、石东渔场以及连青石等外海
渔场；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大西洋及沿
岸国家的大洋性和过洋性远洋渔场。

下一步，渔业部门将合理调整捕捞
作业结构和渔船、渔具规模，推广科学
捕捞方式和开发利用新资源，研究改进
捕捞水产品保活保鲜运输技术。着力推
动大型金枪鱼围网船、超低温金枪鱼延
绳钓船、秋刀鱼兼作鱿鱼钓船、公海单
拖网船、渔业辅助船的建造改造。

同时，培植远洋渔业龙头骨干企
业，重点培育京鲁、烟渔、北京远洋3家
大型企业，远洋渔业作业范围扩大至
世界主要渔场，鼓励、引导企业对南极
磷虾资源进行开发。

水产品六成靠养殖

打造高效养殖区

2013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189万吨，
其中养殖产量114万吨，占了水产品总产
量的六成。“养殖业在整个水产品产业中
所占位置不容忽视，下一步将重点打造
高效养殖区。”渔业部门工作人员说，按
照《规划》，莱州湾东、龙口湾、套子湾、养
马岛东、丁字湾、长山列岛、崆峒岛沿岸
区域及近岸海域为高效养殖区域。

下一步，渔业部门将集中连片的传
统养殖区、传统捕捞作业区、人工鱼礁
区、增殖放流区等主要渔业水域、滩涂
和重要水生生物资源的产卵场、索饵
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敏感水域，划定
为基本渔业保护水域，推动建立渔业水
域滩涂占用补偿制度。

同时，从浅海滩涂向深海、底层和岸
基利用拓展。大力开展养殖设施标准化改
造，积极拓展深水大网箱等海洋离岸养
殖，支持全封闭循环水工业化养殖。实施
海底渔业开发工程，探索开发我市近海底
层海域宜渔资源，进一步挖掘深海养殖潜
力。鼓励引导地理商标和集体商标注册，
形成一批影响力较强的知名品牌。

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市基本
渔业水域面积不低于25万公顷，水产养
殖面积达到20万公顷，陆基工厂化、浅
海设施省级现代渔业园区达到20处，深
水网箱总数达到2000个。

发展“胶东渔家”

渔民等游客来送钱

开海了，但长岛的老于却没有出海
打鱼，他每天在家接待游客，收入也很可
观。“好的时候一天收入一两千，平时也
有五六百。”老于说，两年前看别人搞渔
家乐挺不错，自己也想试试，没想到真的
可以坐在家里让人家送钱了，整个旅游
旺季至少赚了三四万元，比出海打鱼强。

近几年，长岛的渔家乐旅游越做越
火，每年秋季的海鲜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游客慕名前来，越来越多的渔民意识到，
出海打鱼赚钱不如在家里等着游客送钱。

据了解，为推进渔业与旅游、文化
等产业融合发展，政府鼓励社会资金投
入，实行“投礁、放鱼、钓船、海岸、服务”
五配套，打造一批成规模、高标准、有特
色、配套全的休闲渔业示范点、休闲垂
钓基地和俱乐部。积极发掘胶东渔家文
化，整合现代渔业资源，打造“胶东渔
家”休闲旅游品牌。

同时，规划在莱州湾东、蓬莱东、套
子湾、长山列岛、养马岛、丁字湾近岸区
域及近海海域发展休闲渔业区。积极创
建国家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省级渔业
公园以及省“胶东渔家”。到2020年，全
市建成省级以上渔业公园10处、休闲渔
业园区10处，建设5处国内知名的休闲
垂钓基地，发展1000户“胶东渔家”，休
闲渔业产值达到50亿元。

开海探访

如今渔民的收入不是很高，传统渔业急需转
型。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J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