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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
见》，明确在适宜地区开展“稻 - 鱼
（稻—鱼—鸭）综合种养”等水产绿
色养殖模式；2020 年，编制出台《云
南省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0—2030
年）》。在一系列政策的指导下，云
南采取专项资金扶持、政策倾斜等办
法，通过打造示范县、建设标准化养
殖示范场等措施，推进水产绿色养殖。
目前，全省推广“稻—鱼（稻—鱼—
鸭）”综合种养面积 170 万亩，有效
促进了生态保护和水产增效。

    
发展短板明显

    
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养殖模式的探索创新不足是全省水产
绿色养殖中较突出的短板之一。由于
云南水产绿色养殖起步晚、基础薄弱、
模式单一，目前主要以“稻—鱼（稻—
鱼—鸭）”综合种养模式和滩涂养鱼
等为主，且养殖技术传统。在发展中，
传统渔场的技术改造、配套设施、尾
水处理等方面资金和技术投入不足。

同时，发展资源不匹配问题突出。
全省有各类水域 905.2 万亩，除国家
禁养生态红线区及省、州（市）划定
的生态禁养区外，还有湖、河、库、
坝塘等宜渔水域面积约 600 万亩，但
目前云南水产养殖面积仅为 198 万亩
（不包含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受制
于绿色养殖技术落后，水域资源开发
利用率仅为 33%，年均水产总产值为
165.8 亿元，仅占全省农业农村经济
总产值的 2% 左右。

此外，资源环境约束增大，个别
地区为保护环境对水产养殖“一刀
切”，全面清退电站库区等传统养殖
区域，其中就包括不少符合绿色养殖
条件的养殖基地。加之云南整体渔业
发展科技创新和服务能力不足，致使
市场主体小、散、弱现象明显。

因地制宜创新发展
    
“紧抓国家政策机遇，依托国家

平台的政策和资金，因地制宜推进绿
色水产各环节发展，是未来云南水产业
整体提质增效的关键。”云南省农业农
村厅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今年 1 月，
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2 年水
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
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全面推进生态
健康养殖模式推广行动，推广工厂化
循环水养殖、多营养层级综合养殖等
技术模式。同时，将积极推进养殖尾
水治理模式推广行动，推广池塘底排
污等技术模式。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人士表
示，在此基础上，云南将着力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打造
一批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模式、鱼
菜共生立体养殖模式、集装箱养殖模
式等典型，提供多样性品种、多层次
产业服务形态，促进全省水产绿色养
殖产业发展。

中国渔业协会理事、云南海王水
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跃强认为，设施
渔业（传统渔场）是全省水产规模化
发展的主要载体，应加大扶持力度。
比如，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充
分利用滇北沿江地区冷泉水丰富、小
水库较多以及裂腹鱼等优质土著鱼类
资源，积极推广设施化绿色封闭养殖
模式，积极发展鲟鱼籽酱加工等，延
伸产业链。中西部地区则可利用生态
红线、黄线外的适渔水面，在强化尾
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大力发
展大宗淡水生态渔业和旅游垂钓业。
滇南地区应大力发展水塘养鱼、稻渔
综合种养等绿色养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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