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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渔业 滨海扬帆 

张熊 

江苏省滨海县渔业服务中心 

江苏省滨海县高度重视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积极参与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活动，大力落实海洋渔业

安全监管的各项有效举措，不断探索渔业安全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渔业安全生产事故的

发生。2017年以来，滨海县先后荣获“江苏平安渔业示范县”“盐城市平安渔业先进县”等称号。 

提高思想认识 

筑牢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思想防线 

海洋渔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涵盖了增强渔业从业人员素质、提高装备设施水平、改善作业环境、强化岗位责任落实等各

个方面，抓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全面促进企业、船东提高安全生产保障水平。滨海县始终把渔业安全生产放在突出位置，加大宣

传力度，让广大渔民充分认识创建活动的意义。一是落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的得力措施。企业法人、船东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

任人，也是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主体。通过加强企业、船东每个岗位和环节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

水平，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二是实施安全生产分类指导的重要依据。实施海洋平安渔业标准化建设考评，将

企业、船东划分为不同等级，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各地区海洋安全生产状况和不同安全生产水平的渔业船舶数量，为加强安全

监管提供有效的基础数据。三是有效防范事故发生的有效途径。深入开展海洋平安渔业标准化建设，能够进一步规范渔业从业

人员的安全行为，提高职业技能水平促进现场隐患排查治理，推进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事故发生，促

进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好转。 

严格生产管理 

有效防范和排除渔业安全隐患 

一是加强渔船管理。对申请办理进出港报告的渔船，实行先检查、后许可的许可方式，强化对渔船的安全监管。同时采取

登船签证的办法，强化服务，本港渔船进出港报告率达75%以上。严格按照渔船检验规范要求，落实船检责任，渔船登船检验率、

受检率100%，做到应检尽检、一船不漏。在检验的同时，要求渔船配足配齐检验合格的渔船通讯、导航、消防等安全设施。按

照船舶功率大小配备相应的AIS、CDMA、北斗等船载信息终端，定期开展检查，着重检查安全设备和职务船员配备、渔船签证，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渔船处于适航状态。二是规范渔港管理。规范渔港管理，完善《港章》，依港管船，依船管人，保障

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行使渔港法规赋予的监督管理权力。明确港区内码头业主和涉渔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

海警、边防部门不断加大治安管理力度，努力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渔船进港避风、补给、鱼货交易提

供良好的服务环境。三是强化船员管理。按照船员培训三级资质标准，船员培训中心负责五等以下职位船员的培训工作，依据

船员考试与发证规则，规范职务船员管理，实行“一证一档”制，并有专人负责档案的管理工作。定期开展职务船员、普通船

员培训，建立职务船员培训档案和船员安全教育台账，渔船船东、船长安全管理培训实现全覆盖。 

坚持多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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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渔业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一是加大渔业安全投入力度。该县将渔业安全投入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设立专项工作经费，强化装备建设，提高海上

救助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制定应急管理预案。制定并完善《海上渔业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根据总预案要求，建立《防

抗热带风暴应急预案》《海上搜救应急预案》《风暴潮、海浪、海啸灾害应急预案》等，并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活动。建立

渔业应急通讯网络，值班电话有专人负责，认真填写值班记录簿；遇有主要气象、海浪、海上实弹演习信息，及时通过信息平

台发送到定位手机和渔船信息终端。一旦海上发生突发性事件，按照事件性质，启动相应的预案，渔政船处于24小时准救助状

态，严格执行应急备航制度，积极参与救助行动。三是强化科技运用。按省主管局要求，足额配备了北斗终端、AIS避碰系统、

CDMA定位手机等，全部实现渔业安全通信平台实时监控。四是加强质量控制。研究出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方案》，明

确了水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内容、重点任务、管控措施和具体要求。每年4、5月份，在全县开展水产苗种专项整治月行动，加强

水产品质量安全源头治理，加大投入品监管和抽样检测力度，督促生产企业建立健全生产日志、用药和销售三项记录，规范水

产育苗场、水产品无公害生产基地的生产行为。五是加强生态保护。近两年来，积极向上争取专项资金，不断完善和加强执法

管理，强化许可管理和伏季休渔制度，认真实施最小网目尺寸制度，清理整治“浮子筏”，严厉打击“三无”渔船、电力捕鱼

等严重违法行为，使沿海渔业生态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强化制度建设 

不断创新渔业安全生产监管手段 

一是实行渔业安全重点监管制度。把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人为产生安全隐患渔船及涉渔企业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在重点监

管期间，重点监管对象必须定期向渔政部门、所在镇区、村居报告渔业生产动态，经联合考核合格后，变为一般管理对象。对

乡镇船舶拒不服从管理，违规入韩捕捞，决定予以注销证书。二是实行渔业安全管理“定人联船”制度。该县探索建立了海洋

渔业管理责任包干制度，涵盖全县所有海洋渔船、涉渔企业，将安全管理责任按管辖区域分片落实到相关编组、具体渔政人员，

大队分管负责人、机关联系人，并层层签订责任状，实现安全监管责任全覆盖。三是实行渔船管理台账制度。在全面履行安全

监管职责的同时，渔政监督大队要求所有渔政人员建立渔船管理日台账，结合日常检查、抽查、专项行动，将检查情况记录在

“渔船管理记录本”上，一船一本，一日一记，一月一交流，一季度一考核，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杜绝监管漏洞。四是实行

安全监管信息员制度。从村居、渔业人员和社会志愿者中筛选部分人员，作为安全监管信息员，健全渔业安全管理网络，收集

整理安全隐患信息，落实整改措施，专门人员负责跟踪整改，提高安全隐患发现率和整改率。五是实行安全执法检查回访制度。

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除落实处罚措施和整改要求外，不定期到渔民家中和涉渔企业，对管理对象进行回访，了解整改情

况和生产中的困难，帮助解决普遍性突出问题，提高安全管理和安全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