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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是淮宿两市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生态依托。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强调，

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新时代必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洪泽湖渔业高质

量发展。这对于保护好洪泽湖生态环境、促进渔民增收致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渔业资源对洪泽湖生态建设的作用

渔业资源既是重要的生物资源，也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和民生资源。加强洪泽湖生态文明建设，渔业资

源不可或缺。

重要的“生物资源”。洪泽湖渔业资源丰富，总生物量达 33.7万吨，囊括了鱼、虾、贝、草、藻等各

类水生生物。可以说，洪泽湖渔业资源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基因库”，它给洪泽湖带来了生机和活

力。洪泽湖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草长莺飞、鱼跃荷香、碧波荡漾的“美丽画卷”，就在于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作为有力支撑。

重要的“生态资源”。渔业生态系统丰富的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为维系洪泽湖湿地生态平衡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洪泽湖实施的“以渔抑藻控草净水”工程，带来了遏制蓝藻和水草爆发、修复生

态系统、丰富生物多样性、降低湖泊富营养化等一系列良性变化，为洪泽湖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经检测，在实施“以渔抑藻控草净水”工程的渔业水域，其水质明显好于自然水域，总体达到Ⅲ类水标准。

重要的“民生资源”。渔业资源是洪泽湖渔民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特别是近年来，洪

泽湖渔民脱贫攻坚工作正处于“啃硬骨头”的关键期，渔业部门依托洪泽湖丰富的渔业资源，着力构建生

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产业布局，渔民涉渔年均收入由 10年前的 0.8万元上升至现今的 2.4万元，渔民

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洪泽湖渔业资源为实现渔民脱贫致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

重要作用。



更好发挥渔业治理作用

更好发挥渔业治理作用，推动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处理好“固本”与“升级”的关系，切实提高发展的创新效果。当前，湖泊渔业管理正处于前所未有

的深刻调整期，主要表现为：管理对象由渔民管理拓展到渔企管理；管理范围由养捕管理拓展到资源与环

境管理；管理职能由渔业管理深化到综合治理；管理方式由执法型管理拓展到服务型管理；管理目标由渔

民增收致富拓展到生态文明建设。渔业管理部门要协调处理好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渔业、增加渔民收

入三者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切实提高发展的系统效果。洪泽湖资源环境的质量是发展的关键。

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既要针对具体问题“靶向治理”，也要提高认识站位“整体推进”。要加快制定洪泽

湖生态修复规划纲要，按照全域规划、全域设计、全域配套、全域修复、全域清流的“五全”治理思路，

建立和完善 16条入湖河流的监控系统，着力形成全流域可追溯、可监管、可问责机制，实现对全洪泽湖流

域的系统治理。

处理好“保护”与“建设”的关系，切实提高发展的综合效果。推进洪泽湖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既

不能无所作为的“一味保护”，也不能全身化疗式的“盲目建设”，而是要坚持“保护”和“建设”同向

发力，在保护中建设，在建设中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切实完善去污守绿的生态设施，制定执行刚性护

绿的生态制度，积极打造清波映绿的生态水景，深入发展产业唯绿的生态经济，着力涵养满眼皆绿的生态

家园，大力培育人人爱绿的生态文化，推动洪泽湖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切实提高发展的法治效果。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洪泽湖

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努力营造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

境。要在与时俱进修订好新《渔业法》的同时，加快推动洪泽湖流域管理立法进程，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与

资源保护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以法律形式严堵外源污染、严

控工程建设、严管过度养捕，严守生态红线，把洪泽湖生态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

处理好“团结协作”与“各自为战”的关系，切实提高发展的协同效果。渔业部门负主责，但这绝不

是一个部门的事情，洪泽湖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需要沿湖渔业、水利、环保、公安、交通、自然资源等多

个部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建立健全统一协调的运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责权利，做

到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着力构建绿色高质量发展格局。

在洪泽湖生态文明建设中体现新作为

洪泽湖渔业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三主攻”推进“三建设”，努力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体现新作为。

主攻“生态绿色渔业”，推进“大美洪泽湖”建设。坚持把强化洪泽湖生态功能作为湖泊渔业发展根

本原则。要跳出传统的、狭隘的圈子，把渔业资源作为湖泊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生态因子来考量，把渔业系

统作为湖泊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系统来认识，把渔业经济作为湖泊生态效益的重要指标来实现，把渔业管理

作为湖泊生态保护的重要举措来权衡，努力实现洪泽湖渔业生产方式、空间布局、科学技术、制度建设的

“绿色化”，努力让生态绿色渔业成为湖泊物质往复循环、能量有序流动、生物丰富多样、生境持续稳定

的最强推动者、最大贡献者、最好维护者。



主攻“生态质量渔业”，推进“知名洪泽湖”建设。对于洪泽湖渔业而言“，质量”就像一根“扁担”，

一头连着“生态安全”，一头连着“水产品安全”。打造生态质量渔业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生态与水产品的

“双安全”。要加强“大环境保护”，通过生态修复、资源增殖、严厉执法等措施，推动“大环境”质量

的改善，进而实现“小环境”水产品质量的过硬。要加强“小环境治理”，将生产技术标准化、产品等级

标准化、可追溯体系、质量示范样板、减量提质工程贯穿于水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推动生产模式与生产方

式的生态化，真正做到生产的过程就是资源与环境保护的过程。同时，用品牌建设倒逼质量提升，通过积

极打造无公害、绿色、有机、地标等市场认可、信用过硬、消费者满意的产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使品

牌效应深入人心。

主攻“生态富民渔业”，推进“富庶洪泽湖”建设。只要正确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

关系，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仅互不冲突，而且还相辅相成。坚持“文化为魂，水景为骨，产业为媒，生

态为纲”，整合水上渔村生产、生活、生态优势，念好“绿色经”、养好“金元宝”、做好“水文章”、

打好“特色牌”，大力推行净水渔业，合理布局休闲渔业，深入挖掘文化渔业，积极发展“互联网+”渔业，

努力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着力形成资源集约循环利用、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竞争力明显增强

的现代湖泊渔业产业体系，深入探索符合渔业规律、体现渔村特色、增加渔民收入的生态渔业富民路径，

切实推动洪泽湖渔业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