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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动监管”向“主动要安全”转变

海上捕鱼，在风浪中讨生活，
其危险性远远大于绝大多数的陆
上生产作业。临海拥有海洋捕捞渔
船808艘，如何确保渔船安全，保障
渔民安全生产作业的生命线，是临
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干部
职工一直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2021年 5月，临海市被省政府
列为“浙渔好老大”示范创建市。借
此契机，临海市围绕如何让渔船安
全生产从“被动监管”向“主动要安
全”转变这一重点，制定出台了《临
海市培育争当“浙渔好老大”实施
办法（试行）》，按照“主体责任落实
好”“本质安全建设好”“安全制度
执行好”“海上网格管理好”“示范
引领带动好”5大类 22项指标为评
判标准开展评选。

2021年 7月，在全省率先评选
出首批20名“浙渔好老大”；

2021年7月29日，召开临海市
“浙渔好老大”表彰会，以点带面推
动渔船安全生产从“被动监管”向

“船老大主动要安全”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临海将任职满

3年、符合创建要求的船老大统一
纳入菜园、嵊山、石浦、洞港和红脚
岩 5大网格，并以海上渔船生产编
组划分网格队伍 71支，借鉴“枫桥
经验”，发动有威信、有能力的船老
大担任网格长，积极参与平安渔场
治理，做好海上渔事纠纷矛盾防
范、管控和化解等工作，形成“小事

不出编组、大事不出村社、矛盾不
上交”的治理格局。

去年以来，共成功调解海事渔
事纠纷 129起，有效维护了作业海
区的和谐稳定。

“‘浙渔好老大’评选，是省委
省政府交由我市试点探索的一大
课题。我们在开展评选的同时，也
出台了一系列激励奖励政策，目的
就是从船长这一关键人员入手，全
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示范引
领全体渔民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共
同实现渔船安全、渔业平安、渔民
幸福的目标。”临海市港航口岸和
渔业管理局渔政渔监科科长林善
利说。

长效贵在长久，功夫重在日
常。为全力提升船员安全意识和技
能，临海在推进“浙渔好老大”示范
创建工作中建立起长效机制：

明确渔业公司推荐、渔业部门
及涉渔镇联合审核、涉海涉渔安委
会审定的评选机制；

采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
合的方式，对获评的“浙渔好老大”
给予奖励，并授予奖牌、优先推荐
入党积极分子、优先享受国家规定
的许可等相关政策；

由乡镇、渔业部门、市专委会
组成评审小组，每年对已获评的

“浙渔好老大”进行复评，实施动态
管理，切实压紧压实船长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基地以生态渔业促绿色发展

走进位于临海市桃渚镇下沙
村的浙江宏野海产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野”），1200 多亩养
殖池被一个个伞式钢索保温棚包
围，里面是按照标准化、设施化、
智能化、现代化建成的高位池，外
面一条条水泥路井然有序，沉淀
池、净化池等水处理设施应有尽
有。公司负责人黄元明介绍，养殖
企业要走渔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离不开“设施养殖”和“生态养殖”
这两个法宝。

在黄元明的带领和讲解下，记
者来到主体鱼塘东侧的“养殖尾水
区”,约 500亩的尾水处理区经过一
道道过滤净化程序，水生植物郁郁
葱葱，池水清澈见底。

“养殖过程中产生残饵、废水，
要先后经过沉淀池、曝气池、过滤
坝三级过滤，再通过跑道鱼、贝藻
类、水生植物的三级生态净化，最
后回到原池里，形成一个闭环，避
免直排污染水域环境。”黄元明说，

“同时也降低了养殖用水量，水质
变得更好，使临海对虾品质也更
好，产量随之提升，今年对虾亩产
值同比增长了10%。”

据悉，实现生态养殖后，宏野
不仅实现了水体循环利用，提升了
产品质量，还将“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加工活虾，线上销售；发
展休闲垂钓，吸引人流量。

这也是临海市推广绿色生态
健康养殖模式的生动缩影。近年
来，临海市始终坚持水产绿色健康
养殖发展方向，以特色、设施、生态

渔业为抓手，优化水产养殖空间

布局，全域推进规模养殖场尾水生
态化治理和循环利用。

宏野主攻对虾养殖、虾贝育
苗；鱼山洋水产专业合作社推进
沙蚕（海蜈蚣）养殖，是全省主要
的沙蚕养殖出口基地；玉龙养殖
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唯一一家三文
鱼养殖基地，专业养殖三文鱼、鳗
鱼；润泽水产专业合作社是临海
市目前规模最大的鲟鱼专业化养
殖基地……

“水产养殖已全面呈现生态健
康发展态势。”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
业管理局渔业产业科科长孙敏说。

数据统计，在科学定位、规划
引领下，临海完成了18家规模以上
水产养殖场尾水“零直排”，治理面
积 11356亩，治理覆盖率 100%；完
成海水蟹配合饲料应用示范与推
广 3500亩，减少养殖水体污染；积
极拓展浅海养殖和生态养殖，发展
紫菜、贻贝等浅海贝藻养殖6000余
亩；推广“蟹虾贝”立体混养 10000
亩，建成池塘循环水“跑道”15条，
跑道养殖效益提升5倍。

此外，临海在全省率先推行养
殖水产品合格证制度，积极打造

“临海对虾”品牌，开展初级水产品
违禁药物和药残超标问题整治，严
厉打击使用违禁兽药行为，全力保
障全市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有志者，事竟成。2021年，临海
市成功创建浙江省渔业健康养殖
示范县，宏野公司入选首批国家级
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截至目前，该市已成功创建部、省
级健康养殖示范场14家。

不忘初心担使命，锐意进取再出征。2021年，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走过了春华秋实的一年。

1-12月份，水路周转量150.26亿吨公里，同比增长34.54%，增长率排名台州市第一；临海市水产品总产量为123698

吨，同比增长2.7%；“浙渔好老大”示范创建工作得到省市领导充分肯定；瓜头鲸救援行动得到农业农村部致信表扬……

沐浴着改革创新的东风，过去的一年，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系统肩负助力发展、保障安全、服务渔业的使命，提高站位、

汇聚合力、坚持创新、提升服务，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构建共治共享渔业治理新格局

“受风力影响，请24米以下渔
船、蟹笼船、双桁杆拖虾渔船、老旧
渔船、休闲渔船于 3月 25日 11时
前到港避风。”3月25日，临海市港
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发布了如上
消息后，在临海市渔业管理服务中
心，四家渔船公司的值班人员实时
紧盯大屏幕，监测自家渔船的航行
轨迹，掌握回港动态。

“每艘渔船现在所处的位置、
船东、航速、所属公司等信息都能
在大屏幕上显示，哪艘渔船不听
指令未及时返港的，通报给所在
公司和定人联船责任人，由他们
对接联系。”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
业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卓
明介绍。

记者了解到，港航口岸和渔
业管理局对渔业安全生产负监管
责任，渔船所在乡镇承担属地责
任，船东承担主体责任，渔业公司
承担协管责任，然而此前各支队
伍人手不足且分散办公，硬件和
人力资源未能有效利用，管理效
能也没有实现最优化。

2022 年 1 月，临海市委编办
新增 49名编外用工，充实到市渔
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海洋与渔
业执法队、渔港管理站和 3 个涉
渔镇渔安办，加强一线执法监管
力量，着力强化渔船动态管控、进
出港安全检查和海上执法检查。

2022 年 2 月，临海市渔业管
理服务中心“应运而生”，该中心
整合了3个执法中队、4家渔业公

司、红脚岩渔港管理站、扣船所、
船检站、互保协会、渔业协会等管
理、执法、服务一体化集成办公，
并要求 4家渔业公司配齐 6-8名
工作人员，实行 24 小时值班，受
中心统一管理。

同时，设立渔船综合治理办
公室和渔商船共治办公室，与涉
渔镇、海事、海防等部门建立月会
商机制，真正让管控力量在一线
统筹，服务资源在一线整合，推动
同向发力，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
的渔业治理新格局。

临海市渔业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王志勇说：“中心成立后，除了
管理更加高效，在服务上也更加
便捷。”

以往渔民办事要先去渔业公
司，再去渔业部门，要跑多个地
方，如今只需到渔业管理服务中
心，即可享受“一条龙”服务；渔民
培训也不需要分散成多地多场，
而是在中心集中进行。

站在新起点，谋划新篇章，树
立新形象，创造新辉煌。

“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
局将借渔业管理服务中心成立之
东风，全力构建标准化安全管控体
系、网格化责任落实体系、集成化
应急指挥体系和数字化渔业服务
体系等‘四化体系’，使我市的渔业
安全生产工作上水平、上台阶，以
更好地为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
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勇说。

生态保护观念深入百姓内心

2021年 7月 6日上午 8时，12
头瓜头鲸在临海市上盘镇头门港
海域滩涂搁浅。

接到群众报警后，临海市渔政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
梯队参与救助 12头瓜头鲸行动；
两艘渔政艇根据潮水情况适时开
展海上援救；临海上盘、杜桥执法
中队就近全员投入施救，众志成
城，为瓜头鲸救援争取充分时间。

这一刻，所有人心中只有一
个念头：拯救生命，守护人类的朋
友。这一刻，不分动物、人类、海
洋、陆地，地球的栖居者之间结为

“生死之交”。
持续了 16 多个小时的紧急

救援后，9头重达约五六百斤的瓜
头鲸被成功救起。

那么，幸存下来的瓜头鲸该
如何安置？

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
局发挥沿海养殖优势，根据瓜头
鲸安置场所要求，及时联系多家
养殖场腾空养殖池优先为瓜头鲸
提供安置地，最终选择浙江宏野
海产品有限公司养殖池作为最佳
地，该地也是这次瓜头鲸最大的
临时安置场所。为了给瓜头鲸良
好的养护环境，池子边的抽水机
不间断地抽海水灌入池中，每隔
半小时，还会往池中倒入一车冰
块，养护人员 24小时开展值班守
望，不间断护理。

经过大家的悉心照料，瓜头
鲸逐渐恢复体力，经过专家商议，

符合放归条件。临海渔政和专业
救护人员立即组织海上放归工
作。在渔政船 33316的护送下，其
中 6头瓜头鲸先后送至头门岛凉
帽峙海域，成功放归大海。

为了防止瓜头鲸再次搁浅的
情况发生，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
业管理局与台州市渔业执法队一
同组织近海区域巡查和守护工
作，并发动沿海渔民众多看护力
量，持续做好瓜头鲸守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
年来，临海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一直将海洋生态保护作为重点工
作。临海与海的故事丰富着生态
文明的案例，生态保护的观念已
经深入百姓的内心，成为一种内
在自觉，催生许多主动为之的保
护行动。

2022年 2月 28日下午，浙临
渔 21901在临海海域捕获一条鲟
鱼，重4.2斤，经专家团队鉴定，属
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渔民
现场放生；3月 22日，有村民意外
捕获一条奇怪的“大鱼”，于是拨打

“110”电话求助，执法人员赶往现
场后，确认是一条体长0.62米、重
1.4公斤的野生“娃娃鱼”，并无外
伤，当场放生到附近水库……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临
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将持
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服务等工作，
推进港航口岸和渔业事业高质量发
展，为建设历史名城、制造强市、共
富高地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临海市渔业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临海市渔业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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