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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是临海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航运业更
是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过去一年，义新欧
班列“台州号”组货在头门港首发，头门港——
宁波舟山港内支线成功首航，港航发展稳进提
质。

“然而，省内外多个航运业发达城市利用政
策优势，曾多次来到临海进行招引，致使部分航
运企业已出现运力外流迹象。”临海市港航事业
发展中心主任王朝省认为，要充分优化并利用航
运等相关配套政策，提升港航管理部门的综合服务
能力，在扶持现有运力的同时，吸引更多航运企业落
户和在外临海籍船舶回流。

去年年底，台州市力度最大、涉及项目最多的航
运业扶持政策——《临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航运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该《意见》包括支持
航运企业落户、支持新增船舶运力、支持扩大运输生
产、强化要素保障、加强海洋人才激励等五个方面，
明确将单船奖励最高金额从原先的 100万元提升至
400万元。

《意见》的出台显然给了航运企业信心。据前期
走访排摸，临海全市航运企业、船东及社会资金继续
发展（落户）的意愿回升。同时，去年新增落户企业 2
家。

航运企业在临港纷纷生根发芽，自然需要发达
的临港产业来“串珠成链”。“头门港区规划可建泊位
的深水岸线较多，发展空间也大，优势明显。”王朝省
说，日前头门港区三期工程以及台州湾新材料产业
园项目码头工程均加快上马。

时钟倒拨回去年8月，位于临海市的浙江协海集
团有限公司通过国内物流企业评估最高标准认证，
成为台州市首家成功获评国家“5A”级认证的物流企
业。

以此为契机，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开
始规划航运业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打造协海国
际航运大厦工程项目，以龙头企业发展带动，以现
代信息科技为支撑，形成集聚式、智能化的航运

“新模式”。
资源的整合，随之而来的将是业务拓展力

度和速度不断加大。“这并不是简单地做加
法，航运业一体化将带来乘法效应。”王朝省
表示，当前，临海市已启动协海国际航运大
厦工程项目前期工作，这是该市港产城融合
发展的重要配套设施。建成后，将招引原先分
散的航运企业入驻办公，依托协海集团，实现
航线、运力、客户等资源统一调配，为头门港区
带来更多业务增量，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台州港

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
——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2022年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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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更替时序更替，，华章日新华章日新。。挥别了充满挑战挥别了充满挑战、、不同寻常的不同寻常的20222022年年，，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跨入满载发展机遇和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跨入满载发展机遇和
蓬勃希望的蓬勃希望的20232023年年。。

回眸回眸20222022年年，，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在各级党委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优化提升服务优化提升服务，，全面扩大开放全面扩大开放，，保障保障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港口航运产业加速发展港口航运产业加速发展，，口岸扩大开放持续推进口岸扩大开放持续推进，，渔业绿色发展显现成效渔业绿色发展显现成效。。

对于未来对于未来，，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充满希冀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充满希冀：：湾区建设如火如荼湾区建设如火如荼，，港口航运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港口航运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渔业产品美渔业产品美
誉度和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强誉度和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强，，渔业高质量发展进程加快……种种期盼渔业高质量发展进程加快……种种期盼，，正一步步成为现实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优化营商环境
港产城一体化协同发展

日前，记者来到海大水产专业合作社的养殖海区，
只见接连成片的一张张紫菜网随着海浪冲击起伏，渔
民们驾着收割船，在海上忙着收割紫菜。

薄薄软软的紫菜很轻，但是在当地渔民的心中，却
是重逾千钧的致富菜。“我们从 2016年开始就一直养
紫菜了，如今亩效益能达到5000元。”该合作社负责人
张周国笑道，这几年紫菜产量高了，品质也很不错，受
到市场的青睐，主要得益于养殖环境的不断优化。

“紫菜不仅是重要的富民产业，还是重要的蓝色碳
汇产业，紫菜能极强地吸收海水中的氮、磷元素，从而

降低海水富营养化程度。”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
业管理局渔业产业科科长孙敏介绍，紫菜等

碳汇养殖对近岸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以
及应对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有重

要的意义。
什么是蓝色碳汇？孙敏解释，

蓝色碳汇特指海洋活动及海洋生
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

其固定、储存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通过捕捞和收获将这些碳移出水体，不仅保护了环
境，还有了生态收入。”

事实上，临海一直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始终把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不
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水平。

——持续加强伏休监管。严格落实内河伏季休渔
和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制度，加强对海陆重点区域、重点
船只管控，并利用民间“护渔船”和 3台高清无人机加
强日常巡航检查，确保伏休秩序稳定。同时，利用伏季
休渔有利时机，开展内河和海洋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
动，全年共放流水生生物 5200万尾，积极推进海洋渔
业资源修复。

——全面清理禁用渔具。强化渔具生产、经营及流
通环节的源头监管，安排人员对湾岙口、渔港码头开展
常态化巡查，并联合乡镇合力开展违禁网具清剿，实现

“一电四网”在码头、停港渔船、沿海滩涂“三不见”。今
年共清理违禁网具15800张。

走进成片设施化的沙蚕养
殖基地，标准化的池体棚区，鲜活

的沙蚕，描绘出渔业共富新路子。
当地村民黄文牙是养殖场的一名熟

练工，月收入能到五千元。她说，过去
从不敢想象这虫子还能养，而且长年有，

靠着挖虫竟然让她有了稳定的收入。
“2022年，临海的沙蚕养殖规模从 100亩增

加到了 200 亩，订单销往全国各地，产值预计增加
300万元。”孙敏介绍，临海沙蚕产业如今每天能稳定上
市近千公斤，带动周边300多名沿海村民，户年均增收
5万元。

这些年，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一直致力
于推进渔业产业结构从规模化、效益化迈向绿色化、高
端化、规模化，发挥宏野、玉龙等农业龙头企业的引领
带动作用，逐步形成以白对虾、缢蛏、沙蚕、坛紫菜为特
色水产品的现代产业体系，拓展并稳定浅海生态养殖
面积近 7000亩，渔业实现增产增收，加速渔业转型升
级。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作为“海上两山”“藏
粮于海”“屯鱼戍海”的重要形式，海洋牧场建设是解决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金
钥匙”。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
范区名单，临海市东矶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榜
上有名，系全省唯一入选的海洋牧场。

事实上，早在 2017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国家级海
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2017—2025年）》，提出到2025
年创建200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临海便紧紧抓住
这一重大发展契机，提出在东矶海域建设海洋牧场、海
洋公园、海域海岛休闲旅游区三级发展目标，并于2018
年启动东矶海域建设海洋牧场建设前期工作。

据悉，该海洋牧场位于临海市东矶岛东南部海域，
建设礁区总面积 1.5平方千米，计划投放人工鱼礁计 3
万空方，总投资 2095.34 万元。去年 10月，以人工鱼礁
一期试投放项目为基础，该海洋牧场组织申报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经省市推荐、专家评审和农业农村部
审核，符合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创建条件，批准为第
八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绿色共富发展
深入打好海洋保卫战

去年 8月 10日深夜，临海渔政开展海上巡航执法
检查过程中，在雀儿岙海域发现一艘渔船正处于航行
状态，且海面上有电筒光闪烁，疑似非法捕捞。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靠帮，对其进行登船检查，只见
船员慌忙将渔获物往海里倾倒，执法人员当场拦截。经
查，船上3箱渔获物均为本次非法捕捞所得，且该船证
书核载作业类型为刺网，实际却从事张网作业，随船携
带的网具最小网目尺寸也小于国家规定。船上11名当
事人涉嫌禁渔期非法捕捞，全部移送给海警部门进行
刑事立案。

“知道伏季休渔期禁捕，想着夜深人静捕鱼应该没
人管，怀着侥幸心理，没想到还是被抓了。”到案后，犯
罪嫌疑人后悔莫及。

“非法捕捞一般都在夜间进行，隐蔽性强，加上作
业海域面积大，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存在抓捕风险大、抓
捕难的情况。我们一般采取码头蹲守、海面不间断巡查
等方式，对禁渔期非法捕捞保持高压、常态化打击态
势。同时，为了加大震慑效果，与公安、海警等建立联勤
联动机制，对于达到刑事或行政拘留标准的，一律移送

至公安、海警进行立案查处。”临海市港航海洋和渔业
行政执法队副队长王良毅说。2022年，临海渔政共刑
事移送非法捕捞案件11起72人，行政移送9起20人。

这只是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加强基层执

法力量的一个缩影。针对基层执法任务重、人员不足等

难题，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去年新增49名一

线渔业安全协管员，分配至基层渔业执法中队和 3个

沿海涉渔镇，并在各涉渔镇设立渔安办，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过去一年，共开展渔业执法检查1035次，同比增

加 50.4%；检查渔船 2513艘次，同比增加 69.7%；处理

违反指令渔船20艘，同比增加33.3%。

“临海渔船总数排台州第二，有近 800艘渔船，但

我们基层一共就10多名执法人员，管理起来难度非常

大，因此渔船管理信息平台尤为重要。”王良毅介绍，为

助推渔船精细管控，临海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创

新实施“三色管理”、“双定人联船”、“点位长驻”等管理

举措，对重点渔船、重点渔港码头实施重点监管，打造

精准化管理，2022年渔船险情数同比下降66.7%。

坚持从严执法
落实安全管理常态化

产业现代化转型
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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