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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坚持“疏堵
结合强管控增收致富惠民生”
理念，创新开展海洋伏季休渔
期间毛虾、海蜇专项捕捞，多
措并施保障了“资源生态、渔
船安全、渔民生计”有机统一，
实现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
渔民增收双赢。2024 年，全市
专项捕捞毛虾产量 974 吨、海
蜇产量 4673 吨，产值 4080 余
万元，创历史新高。

吹响“冲锋哨”，凝聚
“蓝海”党员“一线”力量

我市将“蓝海”党建品牌
建设融入服务、融入民生，凝
聚基层党员力量，持续为专项
捕捞工作赋能。建立联动机
制。

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联
合无棣县局、马山子镇政府组
建党建联盟，在岔尖二村建立
村级服务组织“渔业办公室”，
第一时间收集并解决渔民诉
求，建立起市、县、乡、村四级
联动为民服务机制。

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在
渔政执法船上成立“蓝海”党
员先锋队、红十字海上救援
队，搭建“蓝色救护”驿站，24
小时备勤，遇到灾害天气，快
速召回海上作业船只，及时应

对处置险情，为渔民群众保驾
护航。

扛牢安全责任。实行党
员村干部全覆盖包保所有渔
船机制，规范海上作业渔船编
队生产，通过落实好专项捕捞
工作，将海上执法和安全生产
工作转换成党员干部时刻扛
在肩上的责任感。

启动“强引擎”，落实
专捕政策“前线”支撑

为保证专项捕捞政策顺
利实施，我市将政策落实作为
民生实事抓紧抓实。

强化组织领导。市、县协
同联动，成立市海洋发展和渔
业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
导任副组长，市海洋与渔业监
督监察支队、沾化区局、无棣
县局负责同志任成员的“滨州
市 2024 年 专 项 捕 捞 领 导 小
组”，研究制订工作方案。

加强调查研究。以不同
形式组织召开专项资源调研
会议，广泛征求县区主管部
门、协会及渔民意见建议，先
后多次到有关高等院校、科研
单位及上级部门对接工作。

加强培训宣传。联合公
安、海事、海警等部门组织举
办 2024 年毛虾、海蜇专项捕捞

培训班6期，培训船东船长300
人次，同时充分利用传统媒
体、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
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专项捕
捞政策，明确相关要求。

严把“准入关”，筑牢
参捕渔船“防线”基础

我市严守专项捕捞工作
的“第一道关卡”，既管住特定
捕捞不能破坏资源，又防止伏
季休渔制度受到冲击。

科学制订管理方案。成
立 3 个工作组下沉基层，指导
相关县区做好参捕渔船的申
请、审核、办证等工作，合理统
筹分配指标，第一时间在门户
网站、渔港和重点渔村进行公
示获批名单，明确“谁能捕捞、
捕捞时间、捕捞多少”，确保公
平、公正、公开，为专项捕捞工
作有序开展奠定基础。

严控准入资格。出海前，
按照参捕渔船安全检查全覆
盖的要求，针对 210 艘获批专
项捕捞许可证书渔船的证书
证件、安全救生设备、装载网
具等情况开展资格核查和安
全检查，做到“不安全、不出
海”“合格一艘、放行一艘”。

营造高压氛围。开捕前，
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联合公

安、海警等部门，采取执法船
出海河门蹲守和重点海域巡
航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登
临渔船检查频率，营造海蜇专
项捕捞高压监管氛围，对发现
违规出海的渔船，一律扣押回
港。

全程“稳秩序”，拉紧
合规作业“红线”警绳

我市统筹市县两级渔业
执法力量，强化监督管理，依
法严厉打击违规捕捞行为，保
障伏休秩序良好稳定。

强化伴航执法。市海洋
发展和渔业局组成海上执法
船编队，开展省市县三级联动
执法巡查，同时联合海警、公
安等部门，打击跨区作业渔船
和涉渔“三无”船舶。其间，出
动执法船艇 45 艘次、人员 285
人次，航程 4300 海里，清理海
上违规布设网具7000余米。

加强动态监管。协调技
术支撑单位派出4名科学观察
员入驻渔港、渔船，随时关注
资源动态，第一时间提出合理
性建议；针对专捕生产船舶采
取专人、专项、专网监控，随时
掌握生产渔船动态和资源状
况，及时采取预警、通报、召回
以及熔断措施。

狠抓关键环节。健全渔
民数据报送机制，执法人员采
取定点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的
方式，检查督促渔船按要求报
告进出港和渔捞日志情况。
同时，落实渔获物定点上岸制
度，专捕期间只允许在 2 处渔
港卸货、补给，安排专人每天
对上岸渔获进行检查、记录、
计量，严把兼捕关。

坚决“遏事故”，增强
渔民安全“底线”保障

在确保专项捕捞工作取
得成效的同时，我市坚决防范
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
维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严格落实海洋渔船管控四级
包保责任，全市 808 艘渔船实
行“一船一册”“一人一档”“一
周一查”，抽查结果定期通报
县区政府。严格落实执法船
艇24 小时值班备勤，开展渔船
防汛防台风桌面推演等活动，
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加强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全力做好
海洋灾害预警，专项捕捞期间
累计发布预报信息 154 期、大
风黄色以上预警信息14 期，紧
急召回渔船 243 艘次，无渔业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滨州网）

创新开展专项捕捞 守好用好“蓝色家底”

我市实现海洋生态保护和渔民增收双赢

□晚报记者 葛肇敏 
  通 讯 员 刘  斐  

晚报讯 近日，2024 年山
东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
项目名单揭晓，滨州市卫生
健康委“爱心救生圈”防溺水
宣教救援志愿服务项目，在
全省 100 个现场评审项目中
脱颖而出，荣获金奖。

据悉，滨州市卫生健康
委“爱心救生圈”防溺水宣教
救援志愿服务项目自2021年
6 月实施以来，共计投放“爱
心救生圈”1526 个，实现全市
主要水域及涉水景点“全覆
盖”。每个救生圈均通过智
慧滨州大数据平台在“滨州
市卫生健康志愿服务电子地
图”微信小程序上详细标注，
并同步上线防溺水视频教
程。同时，通过不间断巡查
维护、常态化宣教科普、专业
化协同联动等措施，有效构
建起了防溺水的坚强屏障。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成

功参与救起 18 名落水者，劝
离危险水域群众 5300 余人
次，开展防溺水知识宣传教
育受益群众 4.7 万余人，培训
救护员志愿者 395 人。项目
赞助单位滨州海王黄河医药

有限公司同时被大赛授予
“滨州市志愿服务爱心支持
单位”。

下一步，市卫健委将持
续做好志愿服务工作，不断
推进志愿服务的常态化、专

业化和品牌化发展，引导更
多卫生健康志愿者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凝聚志
愿力量融入中心工作、服务
百姓民生，奋力开创卫生健
康志愿服务新局面。

市卫健委“爱心救生圈”项目
获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近日，山东省卫健委、省
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畜牧局联合公布2024年山
东省中药材生态种植（养殖）
园区培育单位名单，惠民县接
骨木生态种植园区、滨城区三
河湖镇中华大蟾蜍生态养殖
园区成功入选。

至此，连同2023年入选的
邹平市孙镇怀家村励志瓜蒌
种植基地、无棣县创园金银花
生态种植基地，滨州市中药材
生态种植（养殖）园区增至 4
家。

近年来，滨州市加快中医
药产业发展，因地制宜推广盐
碱地特色中药材种植，打造一
批省级中药材生态化种植基
地，培育滨州道地中药材品
牌，在药材种植“标准化”、医
药工业“特色化”、医药康养

“融合化”“三化”方面做好文
章，助力农民增收，促进乡村
振兴。截至目前，全市中药材
种植面积达4.95万亩。

（1亩=666.67平方米）
（闪电新闻）

滨州2园区入选
山东省中药材生态
种植（养殖）园区
培育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