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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政办发〔2024〕35 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推进 
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连云港市推进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

2026 年）》已经市十五届政府第 5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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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推进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加快推进海洋渔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深入挖

掘我市水产养殖潜能，推进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提升全市渔业

现代化水平，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大食物观、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的系列重

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建设海洋强国”总体要求，坚持“陆海统筹、生态优先、创

新驱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提升优质水产品生产能力和保供水平为目标，拓展渔业空间，

优化生产布局，聚焦深远海养殖、种业强芯，推进池塘标准化改

造、渔业数字化建设，创新养殖模式，打造特色养殖品牌，拓展

渔业三产融合新模式，稳步推进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为渔民增

收、渔业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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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提质增效、稳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的发展思路，

以“八大行动”为抓手，推进陆域、近浅海和深远海三大板块协

同发展。陆域突出水环境治理与渔业协调发展，重点开展标准化

池塘建设和工厂化设施渔业水平提升；近浅海突出生态、融合发

展，以贝藻“碳汇”立体养殖为主，结合人工鱼礁投放、增殖放

流等方式，养护近岸渔业资源；深远海突出装备化和智能化，综

合运用现代信息装备，拓展渔业发展新空间，探索以现代渔业设

施装备为载体的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试点。 

三、发展目标 

力争到 2026 年，全市水产养殖产值达到 200 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7%以上，养殖产量达到 65 万吨，水产品稳产保供能力进

一步增强；新建规模以上工厂化设施育苗基地 2 个，创建省级以

上原（良）种场 2 家，种质资源保存和培育能力有效提升；贝藻

生态养殖面积达到 30 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水平进一

步提升；建成桁架式深远海养殖平台 1 座，深远海养殖取得较大

突破；建成数字渔场 4 个、渔业智慧园区 1 个，智慧渔业发展树

立良好示范；打造一批大水面生态健康养殖综合体，重点支持和

打造石梁河水库大水面生态渔业；池塘标准化改造面积达到 17.9

万亩，基本实现尾水达标排放；培育省级水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1

—2 家，新建部省共建国家级水产品交易市场 1 座，推动 2 个物

流综合体投入使用；产地水产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 98%以上，水

产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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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工作 

（一）实施水产种业强基行动。以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培育

创建为核心，省、市级水产良（繁）场建设为重点，加强标准化、

规模化、集约化良种生产基地建设，打造一批“育繁推一体化”

龙头企业，确保提供安全、优质、充足的水产苗种。以刺参、对

虾、贝类、鱼类等主要经济品种为对象，依托水产养殖种质资源

普查成果，强化海州湾特色水产种质创新和培育，支持连云港海

州湾海洋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完善和健全水产原良种保种、育

种、生产体系。推进重要养殖种质资源引进与交换，加强超薄型

坛紫菜、海马等水产新品种（系）引进驯化，研发、培育、筛选

一批具有安全、多抗、高产、高效特点的水产种质。到 2026 年，

市级以上水产良（繁）场达到 20 家，新创建省级以上原（良）种

场 2 家，新建规模以上工厂化设施育苗基地 2 个，水产苗种产业

发展持续向纵深推进。（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牵

头，各县区政府和功能板块管委会负责具体落实） 

（二）实施近浅海立体生态渔业培育行动。立足海域生态环

境承载能力，探索推广用海立体分层设权模式，因地制宜推行参、

贝底播以及鱼、贝、藻立体养殖等生态模式，近岸滩涂（潮间带）

区域探索研究白蛤等贝类养殖立体综合开发，浅海区域发展集上

层栽培紫菜和鱼类养殖、中层吊养贝类、底层底播海珍品和投放

人工鱼礁为一体的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加快推进赣榆区国家级海

洋牧场示范区项目建设，并以 2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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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赣榆区、连云区、灌云县 3 个海域的“鱼、贝、藻、参”多

营养层次的海洋牧场区。利用紫菜、贻贝、牡蛎等养殖浮筏区域，

探索底播海参、脉红螺等，着力打造“海州湾贝仓”。大力推进近

海生态养殖与海钓、渔家乐等休闲渔业的有机结合。到 2026 年，贝

藻生态养殖面积达到 30 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水平进

一步提高，全市生态渔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牵头，各沿海县区政府和功能板块管

委会负责具体落实） 

（三）实施深远海养殖空间拓展行动。支持桁架式、船型移

动式等大型设施养殖项目，鼓励发展养殖水体在 1 万立方米以上

的深远海养殖渔场，其中，桁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养殖工船原

则上布设在低潮位水深不小于 20 米或离岸 10 公里以上的海域，

重力式网箱布设海域水深不小于 15 米，对重点深远海养殖项目用

海依法减免海域使用金。加大对深远海养殖科技研发支持，促进

产学研用结合。加快推动赣榆区绿鳍马面鲀全产业链项目实施，

选划 20 米等深线及以外海域作为深远海养殖拓展区，以坐底式养

殖平台、大型养殖工船等新型装备设施为重点，积极探索“大围

栏养殖”等能适应更复杂海况、更具可控性与经济性的深远海养

殖系统工程，促进近海养殖转型升级，深水养殖提质增效，远海

养殖蓄势赋能。到 2026 年，力争建成桁架式深远海养殖平台 1

座并投入使用，实现深远海养殖零突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牵头，各沿海县区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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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板块管委会负责具体落实） 

（四）实施智慧渔业培育行动。开展园区数字化提档升级，

按照“一园一策、数字赋能、全面提升”的要求，在完善数字基

础设施、建立标准规范体系、推动生产要素数字化、提升渔业生

产数字化应用水平、增强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丰富数字化决策

指挥手段等方面，创建主导产业突出、数字装备先进、生产方式

绿色、辐射带动有力的智慧渔业园区 1 个。开展渔场数字化标杆

建设，在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特色农机

渔业装备投入和渔业生产数字化改造力度，推动环境测控、自动

投喂等智能渔业机械装备与技术在渔业养殖、收捕等各环节的广

泛应用，加快规模养殖场设施设备改造升级，加强先进渔业机械

引进和推广，普及精准饲喂、环境实时调控、疫病防控、粪污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技术产品，加强水体水质监测调控、自

动投喂、尾水处理等技术装备在渔业上的应用，提高水产养殖机

械化水平，探索水产养殖智慧化管理，建设具备先进水平的数字

渔场 4 个。（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数据局等按职责分工牵

头，各县区政府和功能板块管委会负责具体落实） 

（五）实施大水面健康生态养殖行动。在保障水库防洪、兴

利、供水等主要功能前提下，立足大水面水资源水环境承载力，

突出地方特色，在划定为养殖区和限养区的湖库大水面中，科学

合理选择养殖品种，严格控制养殖规模和密度，因地制宜打造健

康生态养殖型、净水增殖型、休闲渔业型等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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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着力构建大水面生态渔业特色发展格局。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挖掘文化底蕴，讲好品牌故事，强化品牌保护，走出一条用

生态立名、用地标保护、用品牌销售、用质量竞争的大水面生态

渔业品牌发展之路。鼓励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以组织化、规

模化形式经营水库生态渔业。到 2026 年，打造一批水质良好、环

境优美、生态宜人、功能明确、生产规范、三产融合、品牌独特

的大水面生态健康养殖综合体，重点支持和打造石梁河水库大水

面生态渔业，建成万亩标准化水产养殖区，培育以渔养水、以渔

净水、以渔控藻的大水面生态渔业新模式。（市水利局、市农业农

村局等按职责分工牵头，各县区政府和功能板块管委会负责具体

落实） 

（六）实施养殖尾水达标排放行动。参照《池塘尾水排放标

准》（DB324043—2021）等文件要求，加快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

工作，实施清淤浚深、固基护坡等池塘改造工程，改善池塘养殖

条件，提升陆基养殖基础设施水平，提高池塘养殖综合生产能力、

资源利用率、设施装备水平。加强 100 亩以上连片池塘、单个养

殖主体水面大于 50 亩的池塘、工厂化养殖尾水排放监管治理，统

一调度尾水排放工作。按照《连云港市池塘养殖尾水达标排放两

年行动方案》要求，严格落实尾水排放报告制度，组织养殖主体

做好池塘养殖品种、面积、排放时间及排放去向等基础信息登记，

做到“凡排必报”。强化排放前检测，养殖主体提交报备前，应委

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尾水水质开展检测，相关部门核实尾水达到《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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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2/4043—2021）要求后方可排放。落

实全流域排水统一调度机制，严格支流涵闸管理，审核确定排放

时间和排放水量，落实擅自排放污水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执法监

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养殖尾水排放执法检查，依法依规查处尾水

超标排放。到 2025 年，各县区、功能板块累计完成池塘标准化改

造面积达到 17.9 万亩，基本实现池塘养殖尾水达标排放。（市生

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牵头，各县区

政府和功能板块管委会负责具体落实） 

（七）实施渔业三产融合促进行动。以水产加工园区为核心，

加工企业为主体，精深加工为导向，鼓励海产品预制菜产业发展，

促进水产品加工产业集聚。推动海洋食品综合产业群建设。推动

连云区南极磷虾产业园建设，培育南极磷虾精深加工产业链，发

展南极磷虾油软胶囊、南极磷虾蛋白肽保健品等海洋医药项目。

发展冷链物流体系和鲜活配送体系，开展水产品冷链物流跟踪定

位、可视化、智能交通等信息化技术攻关和应用推广，衔接冷链

物流服务与渔港码头、水产交易、仓储加工等环节，有效提升产

品品质，向标准化、信息化、多功能化和节能化方向发展，打造

“一带一路”国际远洋渔业交易中心。到 2026 年，培育省级水产

品加工龙头企业 1—2 家，新建部省共建国家级水产品交易市场 1

个，推动 2 个物流综合体投入使用。（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

按职责分工牵头，各县区政府和功能板块管委会负责具体落实） 

（八）实施水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聚焦“四条鱼”（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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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鳊鱼、大口黑鲈、乌鳢），全面掌握养殖主体、面积、产量、

投入品使用等情况，建立养殖主体名录，纳入农产品质量追溯管

理平台。加强产地准出，逐步实行“一检一证”制度，督促规模

生产经营主体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出具、收存、查验等责任。落

实“双报备”制度，养殖主体出塘上市销售前应向乡镇监管机构

或村级服务站点进行事前报备，乡镇监管机构应向县区农业农村

局进行报备。严格落实农业农村部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

制度，禁止使用风险隐患突出、来源成分不明的垂钓窝料、饵料。

配备与水产品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监管力量，将水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纳入基层网格化监管范围，落实包保责任制。加强执法监管和

普法宣传。到 2026 年，产地水产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 98%以上，

相关案件查处率 100%，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市

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牵头，各县

区政府和功能板块管委会负责具体落实）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

充分发挥行动计划引领作用，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明确职

责分工，建立有效工作协调机制，制定详细工作计划，明确序时

进度，扎实推进行动计划落地实施，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二）优化政策支持。聚焦渔业新模式、新品种、新技术，

结合中央、省级政策精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

善加快产业发展的综合性政策体系建设，推动《加快推进海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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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若干措施》《连云港市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实施

细则》等水产养殖有关政策落实。 

（三）加强要素保障。针对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加强财税、

金融、投资、能源、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重点要素保障，简化

重点养殖项目用海、用地、环评审批手续，加大资金统筹和重点

扶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加大对重点平台、重大项目

投入力度。 

（四）加大宣传引导。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广泛开展内容丰

富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及时

推广和展示水产养殖发展成果，解读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有关政

策，回应社会关注。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连云港警备区。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9 日印发 
 


	（此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