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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清探索养殖尾水全域治理模式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渔业养殖不断发展,尾水排放对周边水

体的影响日益凸显,尾水污染成为产业之困.德清作为浙江省最

大的内陆水产养殖县,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成示范试点为

契机,在全国率先探索养殖尾水全域治理模式,形成了一套可复

制、可推广的尾水治理和渔业转型经验.本期摘登部分内容,以供

参考.

—１—



　　德清县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成示范试点为契机,率先

在全域开展渔业养殖尾水治理,通过地毯式摸排,共确定渔业养殖

尾水治理点１５００个、面积１７．７万亩.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已建成并

运行１３３３个治理点,治理面积１５．１万亩.

一、统筹谋划全面治

一是政策引领.出台«进一步推进渔业生态养殖加快尾水治

理实施方案»,采取规模场自治和散户连片养殖集中式治理两种形

式,安排养殖面积的８％－１０％土地用于建设尾水处理设施.二

是场点示范.在禹越等镇选取不同品种规模养殖场作为先行治理

示范点,在下渚湖街道选取小散户开展集中治理示范,共建成治理

示范点２１０个.三是行政推动.每月通报各镇(街道)治理进度和

排名,并纳入县对各镇(街道)年度考核,对末按时完成任务的,在＂

五水共治＂考核中亮牌问责.

二、因塘施策科学治

一是技术支撑.积极争取浙江省海洋渔业局、省淡水所等专

家团队支持,培训人员３４００余人.编发«渔业养殖尾水治理设施

改造技术指导意见»,通过建立沉淀池、过滤坝、曝气池、生物处理

池、人工湿地等设施,对养殖尾水进行有效处理.排放尾水水体透

明度显著增加,悬浮物、总氮、总磷、COD等达到地表水Ⅲ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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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一批养殖场成为水清景美的湿地公园.二是资金保障.治

理资金由县、镇(街道)、业主三方筹集,县财政按每亩５００元给予

一次性补助,目前全县已投入资金１．５１亿元.三是长效监管.严

格验收机制,对已治理养殖场按照＂每户必查、一户一档＂原则开展

现场验收.健全常态监管机制,出台«德清县渔业养殖尾水治理系

统运行维护长效管理办法»,对治理后的水产养殖场实行县级和镇

(街道)同步留档,强化线上线下监管,确保规范运行.

三、优化结构系统治

一是优布局.编制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

养殖区,调优空间布局,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二是优品种.引进推

广效益明显、污染少、符合消费需求的新品种,积极推进渔业＂三品

一标＂建设,逐渐形成一批地方特色产品品牌.目前已培育３９个

水产品注册商标.三是优模式.推行池塘内循环流水养殖模式,

建成养殖槽２１条.推广稻鱼、稻鳖、茭鳖共生(轮作)和稻虾、虾菜

轮作等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实行种养有机结合,净化养殖水体,实

现水资源循环使用和营养物质多级利用,打造稻鳖共生等示范基

地２３个.探索渔业工厂化设施养殖模式,建设全国领先封闭式工

厂化循环水设施鱼苗养育项目,建成后可带动增产５亿元以上.

２０１７年底,德清县实现渔业产值３６．２亿元,增长２１．８％;渔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２９８４２元,增长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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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后记: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简报主要介绍重点工作进展、各地各

部门贯彻落实情况及舆情动态,供交流、参考.欢迎各地区、各部门及时向

全国水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报送水污染防治相关信息.查阅简

报登陆http://www．zhb．gov．cn/home/ztbd/rdzl/swrfzjh/swr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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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协作小组成员,长三角区域水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成员;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环境保护厅(局);发展改革委、科

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

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人民银行、税务总局、法制

办、林业局、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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