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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全市现代渔业发展的意见 

临政发〔2012〕42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

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山东省渔业

振兴规划（2011-2015 年）实施方案》、《市委、市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及全市沂河沿岸高效生态特

色农业长廊建设推进会议精神，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科学开发利用水域资源，加快发展现代渔业，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现代渔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水产品因符合安全、营养、环保的消费潮流，倍受青睐，

特别是名特优水产品更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现代

渔业是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现代科

学技术和设施装备为支撑，运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手

段，建设农工贸、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生态

和社会效益和谐共赢的渔业产业形态。大力发展现代渔业有利

于增强我市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

方式转变，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水产品多样化和渔业文化的

需求。临沂作为内陆市地，河沟、水库等天然水域众多，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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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比较丰富。近年来，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各级各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我市渔业取得长足发展，在繁

荣农村经济、稳定市场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养护资源环境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渔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市场条件

发生了较大变化，组织化程度和产业化水平、设施装备和科技

水平等成为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市调整渔业结

构、发展现代渔业，十分重要和紧迫。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

认识加快现代渔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把发展现代渔业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优化

农村经济结构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任务，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抢抓机

遇，开拓创新，努力开创全市现代渔业发展新局面。 

二、明确加快现代渔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重点基地、重点园区、重点品牌、重点

项目、重点合作社，坚持生态、品牌、高效的发展理念，以促

进农民增收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机制创新为保障，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现代渔业园区建设为突破口，积极转变

渔业发展方式，不断增强渔业的综合生产、科技创新、资源养

护能力，努力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全市渔业向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构建渔工贸配套、产加销完

整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形成养鱼、赏鱼、钓鱼、食鱼、富裕

的渔业支柱产业新格局。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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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充分发挥我市渔业资源丰富的

优势，淡水鱼运销、出口位居全省前列的市场优势，“沂蒙山

山青水秀、农产品绿色天然”的品牌优势，近海临港的区位优

势，抢抓国家重点扶持“三农”的有利机遇，加快推进现代渔

业发展。 

2、跨越发展，重点突破。针对水库、池塘、塘坝、河流

“四大渔业板块”渔业资源类型，实施合理布局、分类指导、

分策推进。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运输、出口等协

调并进，着力在基地品牌建设、渔业园区建设、渔业文化建设、

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渔业合作社建设、水产品加工流通等方

面实现新的突破。按照“提质、扩量、增效、生态、安全”的

总体要求，以沂河、沭河为主线，建设现代渔业园区（含工厂

化养殖园区、标准池塘养殖园区、休闲渔业园区）、国家级休

闲渔业示范基地，推动我市由淡水渔业大市向淡水渔业强市跨

越。 

3、科学发展，安全为先。树立食品安全第一的思想，建

立健全市、县区水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加强养殖监管和市场监

督，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综合竞争能力。坚持开发

与保护并重，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养护的关系，走渔业可持续

发展之路。加强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以科技促发展，提高产

业产出能力。鼓励产学研相结合，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做

大做强渔业龙头企业，加快渔业产业化进程。 

（三）发展目标 

计划到 2017 年，全市水产养殖面积发展到 55 万亩，水产

品总产量达到 30 万吨，渔业产值达到 50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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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2%,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 95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9.7%,

带动其他行业增加值 40 亿元，渔业人均纯收入达到 28500 元。 

三、集中力量规划建设十项重点工程 

围绕做强养殖业、发展加工业、拓展服务业、培植文化旅

游渔业，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加强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产

业跨越发展保障能力，着力打造临沂渔业名优品牌、龙头企业、

现代园区。重点抓好十个方面的规划建设： 

（一）现代渔业园区集群建设。沿沂河、沭河两岸规划建

设一批工厂化养殖园区、标准池塘园区、休闲观光渔业园区等，

辐射带动全市现代渔业园区建设。力争到 2017 年，全市现代

渔业园区总规模达到 10 万亩。郯城县、苍山县要利用河流发

达、地下浅表水丰富的优势，规划建设 1万亩以上的标准池塘

养殖园区；沂水县要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建设 5000 亩以上的

休闲渔业产业园；兰山区要着力提升浩天锦鲤养殖场的规模档

次，打造全国一流的名贵观赏鱼休闲园区，并以化绍新钓鱼学

校为基础，规划建设国家级垂钓培训中心；罗庄区要在现有冷

水鱼养殖的基础上形成 5000 亩的现代渔业产业园区；河东区

要建设 3 处以上千亩鱼藕混养园区和 5000 亩沿河休闲渔业园

区；沂南县现代渔业产业园规模要进一步扩大，面积达到 5000

亩；临沭县要依托龙潭水库，规划建设 1万亩休闲渔业园区；

费县要利用城北镇浚河沿岸沙滩地，规划建设 1万亩现代渔业

园区。全市要着力打造沂河、沭河沿岸 10 万亩现代渔业园区

聚集带，使之尽快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渔业产业园区的集聚区、

先进科技转化的核心区和生态循环渔业的样板区。 

（二）市级优质水产品基地建设。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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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建设沂蒙优质农产品基地大力发展高效品牌农业

的意见》，在对已有 47 处基地进行改造提升的同时，分批新建

53 处市级优质水产品基地，着力建设 10 处市级优质水产品示

范基地。到 2017 年，全市市级优质水产品基地达到 100 处、

总面积 40 万亩，年产优质水产品 25 万吨，分别占全市水产养

殖面积、产量的 73%和 83%。 

（三）沂蒙水库群有机鱼生产基地建设。实施水库群生态

渔业建设工程，依托岸堤、跋山、陡山、许家崖、会宝岭、唐

村、沙沟 7座大型水库和部分水质优良的中型水库，年放流大

规格鲢鱼、鳙鱼等滤食性鱼种 5000 万尾、年产有机鱼 10 万吨，

利用 5 年的时间，建设 20 万亩沂蒙山区水库群有机鱼生产基

地。 

（四）池塘标准化养殖示范区建设。在郯城、苍山等具备

条件的县区，建设池塘高端高质高效“三高”渔业示范基地，

并在此基础上，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新模式，

建立生产设施现代化、养殖技术标准化、市场营销品牌化的万

亩池塘养殖示范区。 

（五）水产良种繁育场建设。着力建设临沂市水产养殖场

省级鳜鱼良种场和泥鳅繁育场、郯城县水产良种场、莒南县陡

山水库国家级大银鱼良种场、罗庄区福勇鲟鱼良种繁育场 5个

良种场。力争到 2017 年，总面积达到 2.2 万亩，形成年繁育“四

大家鱼”鱼苗 5 亿尾、鳜鱼苗 1 亿尾、鲤鱼鲫鱼苗 4亿尾、鲟

鱼苗 5000 万尾、大银鱼受精卵 3 亿粒的繁育能力。 

（六）渔业品牌建设。以临沂市获“中国大银鱼之乡”称

号为契机，大力发展大银鱼产业、培树临沂大银鱼品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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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具有沂蒙特色的优势渔业品牌，重点打造“沂蒙湖”、“沂

蒙浔”、“老渔翁”、“明湖源”、“睿农”、“泉鑫”、“天蒙”、

“石泉湖”、“恒平”、“马鬐山银鱼”等 10 大渔业品牌。力争

到 2017 年，培树 1个国家级、3 个省级、6个市级名优品牌，

提高我市渔业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 

（七）水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对已有的水产品专业批发市

场进行改扩建，在兰山、河东、郯城、平邑、临沭等县区新建

一批规模较大的水产品批发市场。重点建设 10 处较大的水产

批发市场，到2017年总规模达到10万平米，经营业户达到1000

户，年交易量达到 50 万吨，把临沂打造成“江北最大的水产

品交易中心”。 

（八）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建设。在沂河临沂城区段建

设中国渔文化主题公园 1 处，其中含 1 处观赏鱼展馆、1 处中

国淡水水生动物标本展馆、10 处休闲垂钓园、10 公里渔文化

长廊、2000 个休闲垂钓台位及多处沂河河鲜馆等，打造临沂渔

业节会场所。适时举办沂河放鱼节、捕鱼节、观赏鱼大赛、沂

蒙优质水产品与渔业品牌展、“王祥卧鱼”杯渔文化书法摄影

作品展等活动，把渔文化与孝文化、娱乐文化相结合，拓展渔

业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休闲娱乐功能。自沂水至郯城沿沂

河两岸形成以“渔文化”为主题的百里休闲渔业文化长廊、国

家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九）市级水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设。建设 1处有机构、

有编制、有人员，设备先进，具备质检资质的市级水产品质检

中心，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升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十）渔业合作组织建设。重点打造 10 家规模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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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示范作用强的省、部级渔业合作社示范社，适时创建渔

业合作联合社。积极创办新型渔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示范社创

建活动，进一步规范提升现有的渔民合作社。力争到 2017 年

全市渔业合作社发展到 160 家，入社户数 15000 户，占全市渔

民总户数的 85%。 

四、积极完善和落实推动现代渔业发展的措施 

（一）加快培植渔业龙头企业，提高产业化水平。大力引

进国内外企业参与我市渔业基础设施建设、水产品精深加工和

流通，培育一批规模较大、技术先进、辐射带动力强、品牌优

势明显的养殖、运销、加工龙头企业。按照“民办、民管、民

受益”的原则，围绕水产品养殖、加工和流通等环节，鼓励龙

头企业、养殖产销大户领办、联办渔业合作社、协会、中介组

织，形成一批组织健全、运行规范、功能完善的渔业经济合作

组织。开展以“管理规范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服务

社会化、产品品牌化”为主要内容的省、市级渔民专业合作社

示范社创建活动，带动全市渔业合作组织规范发展。探索成立

渔业合作联社，增强渔业组织化程度。围绕优良品种繁育、标

准化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渔业重大疫情防控、水产品

精深加工等领域，整合渔业科技资源，加快建设我市渔业示范

园区。积极开展主要品种苗种繁育、水产品健康养殖、渔业病

害检测、渔业水质调控、鲜活水产品储运等标准化宣传、培训、

示范和推广工作，提升水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以有机水产品

基地、无公害养殖基地、健康养殖示范场为载体，以有机水产

品、无公害水产品认证为手段，以鲟鱼、江雪等冷水性鱼类、

鳜鱼、大银鱼、甲鱼、大鲵等名贵品种养殖为重点，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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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鱼”规模化、特色化生产模式，做大做强我市水产品

品牌。 

（二）完善渔业服务体系，提高科技支撑和公共服务能力。

鼓励以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引进新技术、推广新成果，提升我市

渔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水产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以草鱼、鲢

鱼、鳙鱼、鲟鱼、鳜鱼和鲤、鲫鱼等养殖主导品种为重点，积

极争创国家级大银鱼、鳜鱼水产原良种场，加快形成以市级良

种场为核心、县级水产苗种繁育示范场为骨干的多层次、多元

化良种繁育体系，提高良种覆盖率。加强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

设。设立市级水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充分发挥基层渔业机构的

作用，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水产养殖企业、中介组织、水产品

批发市场建立以监测为主的检测站（点），完善渔业环境与水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体系建设。加强渔业资源开发保护体系

建设。对大中型水库，科学评价水面承载能力，合理搭配养殖

品种，严格控制放养密度，强化渔业水域污染防治和监测，推

行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生态渔业模式。加强市场信息体系建设。

进一步强化渔业信息服务和资源共享，利用互联网构建立足全

市、面向全国的市场信息平台，及时收集发布水产品生产、销

售和消费信息，充分发挥市场对生产流通环节的引导作用。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强现代渔业发展后劲。建立

健全“政府推动、市场拉动、政策扶持”的新机制，逐步加大

对渔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投入。把渔业纳入农民增

收规划，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在新增财力中安排渔

业发展资金，并整合农业开发、水利小流域治理、村村通工程、

电力光明工程、水域环境综合整治等部门资金和力量，集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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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代渔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推进现代渔

业发展目标任务的落实。落实优惠扶持政策，对新建渔业基地、

池塘标准化改造、渔业园区、稻田养鱼以及在新开发的荒滩、

荒水、湿地上从事水产养殖的，纳入国土资源治理项目予以扶

持；对渔业生产用水、用电，按照农业生产标准收费；对利用

弃水和涝淹地、古河道从事渔业生产开发的给予支持；对新建、

扩建水产良种场和苗种场用地，按照农业用地安排；渔业苗种

生产水面、国家投资建设的商品鱼基地水面列入基本农田保护

区予以保护。按照“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平等协

商、自愿有偿”的原则，吸纳社会资金采取信贷融资、招商引

资、股份合作等形式，参与渔业资源开发。强化金融机构对渔

业开发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加大对从渔农民小额信贷和联保贷

款的扶持力度。开展渔业政策性保险，加快建立健全渔业风险

保障机制。 

（四）开发宜渔资源，提高产出水平。采取返租倒包、龙

头企业（合作社）集中承包、土地等价置换等方式，对现有的

水库、塘坝、池塘等水域资源以及滩涂地、沙滩地、废矿坑等

土地资源，加快流转、科学流转，集中到懂技术、会管理的养

殖大户、养殖企业和渔民合作社手中，实现资源规模化开发利

用，尽快形成规模化开发、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现代渔

业新格局。 

（五）加强监督管理，保障渔业生产秩序。加强渔业机构

和人员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基层渔业技术推广、水生生物疫病

防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渔业执法体系等公共服务机构建

设，保证基层机构、人员、经费落实，全面提高渔业科技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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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加强渔业执法能力建设，认真宣传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关法规，完善监督管理

的设施和手段，强化渔业行政执法，努力推进我市渔业健康快

速发展。认真搞好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证的核发工作，明确渔

业权属主体，对污染养殖水体并造成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必须

依法查处并责令赔偿。加强对苗种、鱼药、渔具、渔用饲料和

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电鱼、毒鱼和炸鱼等破坏渔业

资源的违法行为，依法调解渔业权益纠纷，查处渔业行政违法

案件，维护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要依法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资

源，坚决打击捕杀贩卖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水生野

生动物的犯罪行为。 

（六）密切协作配合，合力推进现代渔业发展。各级党委、

政府要把发展现代渔业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快建立和完善渔

业行政管理机构体系，完善和落实各项渔业发展优惠政策。渔

业部门要认真做好现代渔业发展的规划编制、监督管理、技术

指导、统筹协调等工作，全面提高监管和服务能力。财政部门

要积极筹措资金，逐步加大渔业资金投入。发改部门要把渔业

纳入区域经济总体发展规划，积极支持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经

信部门要加强对渔业产业的指导，督促落实相关产业政策，大

力支持渔业龙头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农业、国土部

门要加快宜渔水域资源以及滩涂地、沙滩地、涝淹地、废矿坑、

矿区塌陷地等土地资源流转，支持渔业开发。科技部门要组织

现代渔业发展重大技术的联合攻关，加强对渔业科技项目立

项、开发的指导。商检、海关部门要为符合条件的水产品出口

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安全、快速出关。各级政府要将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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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纳入政府年度重点工作绩效考核内容，加强领导，强化考

核，在工作部署、任务目标落实、项目支持、龙头企业扶持等

方面加大推进力度，保障各项渔业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推动现

代渔业快速健康发展。 

 

 

 

临沂市人民政府 

                          2012 年 1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