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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的印发对指

导我市今后一段时期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实施 2020年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

行动”的要求，在我市大力推广生态健康养殖模式，进一步推

动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持续促进水产养殖用药减量，因地制

宜试验推广水产新品种，示范推广一批符合水产绿色健康养

殖发展要求的技术模式，建立各类示范推广主体，达到加快

转变水产养殖方式、持续改善养殖生态环境、提升产业发展

质量、全力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主要工作目标。

二、上下联动，完成好今年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任务。

市农业农村委负责我市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组织

和指导工作；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负责水产生态健康养殖模式

推广、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推广、水产种业质量提升等 3个行

动的具体组织实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水产养殖

用药减量行动的具体组织实施。我市水产科研、大学等相关

机构积极配合，区渔业主管部门、各类企业主动参与，形成

上下联动、多方协作、分工明确的“五大行动”工作机制。

通过“五大行动”各涉农区要完成好 2020 年工厂化养殖循

环水设备维护、稻渔综合种养示范、池塘工程化养殖等水产

养殖业绿色发展重点项目。同时，完成好水产养殖污染防治

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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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天津市水产生态健康养殖
模式推广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0年通过开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广行动，在我市建

立“水产健康养殖模式推广基地”7 个，推广技术模式 3 个，

打造技术先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模式样板，辐射带动

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模式广泛应用，促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研究制定适应天津市水产健康养殖技术模式系列标准和操

作规范。

二、重点任务

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从我市现有的养殖模式中选择 3

种模式进行推广。

一是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建立池塘工程化

推广基地 2个，其中：海水养殖 1个、淡水养殖 1个。

二是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建立海水工厂化养殖

基地 3个。

三是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模式，建立稻渔综合种养技术示

范基地 2个，辐射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模式规模 4万亩。

三、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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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

1. 遴选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推广基地，选择

天津旺财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淡水）、天津立达海水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海水）作为池塘工程化循环水推广基地。

2. 集成技术完善标准。在试验示范基地，开展海、淡水

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示范，总结制定本地池塘工程化循环

水养殖模式系列标准和操作规范。

3. 组织示范推广。由市农业农村委统筹部署，组织相关

部门的技术骨干，建立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技术示范推广

专家团队，以市、区两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为支撑，示范基

地为样板，通过科技咨询、技术培训交流、现场观摩等形式，

推进全市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示范推广。

（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

1. 遴选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推广基地。选择天津海升

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兴泊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天津天世

农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推广基地。

2. 集成技术完善标准。在试验示范基地，开展半滑舌鳎、

大菱鲆、石斑鱼等品种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示范，总结制定本

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系列标准和操作规范。

3. 组织示范推广。由市农业农村委统筹部署，组织相关

部门的技术骨干建立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示范推广专家

团队，以市、区两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为支撑，示范基地为



— 6 —

样板，通过科技咨询、技术培训交流、现场观摩等形式，推

进全市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示范推广。

（三）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模式

1. 遴选建立稻渔种养示范基地。在宝坻、宁河水稻种植

主产区遴选建立示范基地 2个，示范基地从各区申报天津市

2020年稻渔综合种养示范项目的经营主体中产生。

遴选基本条件为：一是稻渔种养殖规模 500亩以上，集

中连片，土地承包期 3年以上；二是稻渔种养模式具有典型

代表性，技术应用较先进且在区域内有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能够为本市其他种养殖户提供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服

务；四是近两年参加过稻渔综合种养技术试验示范等相关项

目工作，具备自主开展技术示范、技术熟化的场地和条件。

2. 集成技术完善标准。开展稻蟹、稻虾等种养模式的技

术熟化，提炼总结适合本地区的指导性技术操作规范。组建

水稻+水产技术专家组，联合示范基地农村技术带头人，对

本地区稻渔综合种养 2种主要模式－稻蟹种养和稻虾种养现

有的技术进行优化与熟化，总结提炼出种养殖关键环节的技

术操作要点和规范。

3. 组织示范推广。由市农业农村委统筹部署，市农业发

展服务中心协调种植、水产、农机等行业的技术骨干建立稻

渔综合种养技术示范推广专家团队，以市、区两级水产技术

推广部门为支撑，示范基地为样板，通过科技咨询、技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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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交流、现场观摩等形式，推进全市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模式

示范推广。

四、进度安排

（一）前期准备阶段（2020年 4月）

制定实施方案，组建专家团队，细化落实举措，明确责

任分工，开展宣传动员和工作部署。

（二）试验推广阶段（2020年 5月—2020年 10月）

由市农业农村委统筹部署，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组织生态

健康养殖模式专家团队开展工作，以推广基地为样板，通过

科技咨询、现场指导、现场观摩等形式，组织开展技术模式

示范推广。

（三）总结阶段（2020年 11月—2020年 12月）

开展应用试验推广情况总结，包括总体情况、取得成效、

典型案例、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

五、组建专家团队

组 长：包海岩

副组长：耿绪云、李宝华、刘克奉

成 员：张振奎、王彦怀、钟文慧、姚学良、徐晓丽、

郝俊、王宇、徐林通、姜巨峰

（联系人：张振奎 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联系电话：8825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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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天津市养殖尾水治理模式
推广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0年通过开展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推广行动，在我市建

立“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技术推广基地”2 个，推广技术模式 2

个，打造技术先进、可复制、可推广的尾水治理模式样板，

辐射带动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取得新进展，促进水产养殖业绿

色发展。研究制定适合天津市水产健康发展需要的养殖尾水

治理技术模式系列标准和操作规范并汇编成册。

二、重点任务

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从农业农村部推荐的 5项典型技

术模式或其他尾水治理技术模式中选择 2个进行推广。

一是建立集中连片池塘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模式示范基

地 1个。

二是建立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模式示范基地 1个。

三、实施计划

（一）示范基地选择。选择天津市永威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作为集中连片池塘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模式推广基地。选

择天津乾海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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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模式推广基地。

（二）改进模式制定规范。总结梳理养殖尾水处理技术

成果，对成熟的技术模式进行总结，研究制定技术标准和操

作规范。集中连片池塘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操作规范 1个和天

津地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操作规范 1个。

（三）积极开展示范推广。由市农业农村委统筹部署，

组织建立养殖尾水治理模式示范推广专家团队，以市、区两

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为支撑，示范基地为样板，通过科技咨

询、技术培训交流、现场观摩等形式，推进全市养殖尾水治

理模式示范推广。

四、进度安排

（一）前期准备阶段（2020年 4月）

制定实施方案，组建专家团队，细化落实举措，明确责

任分工，开展宣传动员和工作部署。

（二）试验推广阶段（2020年 5月—2020年 10月）

由市农业农村委统筹部署，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组织养殖

尾水治理模式专家团队开展工作，以推广基地为样板，通过

科技咨询、现场指导、现场观摩等形式，组织开展技术模式

示范推广。

（三）总结阶段（2020年 11月—2020年 12月）

进行工作总结，包括总体情况、取得成效、典型案例、

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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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建专家团队

组 长：包海岩

副组长：耿绪云、李宝华、刘克奉

成 员：张振奎、王彦怀、钟文慧、姚学良、徐晓丽、

郝俊、王宇、徐林通、姜巨峰

（联系人：张振奎 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联系电话：8825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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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天津市水产养殖用药减量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 2020 年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动，在我市建立

水产养殖用药减量模式推广点 10 个，推广点兽药使用量同

比平均减少 5%以上，抗生素类兽药使用量同比平均减少 10%

以上。养殖者规范用药水平明显提高，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稳步提升。

二、重点任务

一是生态健康养殖技术集成应用。针对天津地区亚硝酸

盐高、酸碱度高的特点，集成健康良种苗种、水质调控技术、

高效饲料营养技术，养殖健康水产品。

二是疾病预防技术集成应用。集成应用微生物水质调控

制剂、益生菌、免疫增强剂等，提高养殖对象先天免疫机能，

有效预防疾病的发生。

三是病害治疗技术集成应用。开展致病菌耐药性分析，

筛选敏感药物；定期进行病害检测，对症用药，杜绝盲目用

药和滥用药。

三、实施计划

（一）推广点单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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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宝坻、蓟州、宁河、西青、滨海新区等 5个区、

10家单位作为水产养殖用药减量模式推广点。养殖品种包括

大宗淡水鱼、虾、鲆鲽类，养殖模式包括鱼虾混养、大水面

养殖、精养虾、工厂化鲆鲽类养殖等。

1.宝坻区。建立 5个推广试点，养殖品种为大宗淡水鱼、

南美白对虾，养殖模式为鱼虾混养，累计养殖规模 2000亩。

参与试点的池塘为 8个，养殖面积达 1000亩。

2. 蓟州区。建立 2个推广试点，养殖品种为大宗淡水鱼，

养殖模式为混养，累计养殖规模 500亩。参与试点的池塘为

2个，养殖面积达 200亩。

3.宁河区。建立 1个推广试点，养殖品种为大宗淡水鱼、

南美白对虾，养殖模式为大水面鱼虾混养，累计养殖规模

1500亩。参与试点的池塘为 2个，养殖面积达 1500亩。

4.西青区。建立 1个推广试点，养殖品种为大宗淡水鱼、

南美白对虾，养殖模式为鱼虾混养，累计养殖规模 300亩。

参与试点的池塘为 1个，养殖面积 100亩。

5.滨海新区。建立 1 个推广试点，养殖品种为鲆鲽类，

养殖模式为海水工厂化养殖，累计养殖规模为 1000 ㎡ 。参

与试点工作的池塘为 2组，养殖面积为 500 ㎡ 。

（二）主要技术措施

1.生态健康养殖技术集成应用。针对我市养殖基本情况，

在试点单位进行生态健康养殖技术的集成和应用。在池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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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准备、苗种选择与投放、水质调控、饲料营养等方面选

择先进技术进行集成和应用，确保养殖品种健康生长。

2.疾病预防技术集成应用。在试点单位进行疾病预防技

术集成和应用。主要采用的技术包括苗种检验检疫、养殖水

环境调控、定期投喂免疫增强剂、加强养殖管理等。从而控

制病原传入、维持良好养殖环境、增加养殖对象的抗病力，

减少病害的发生。

3.病害治疗技术集成应用。在试点单位进行病害治疗技

术集成和应用。加强疾病监测工作，明确主要致病原，对于

细菌性致病源要做好病原菌耐药性检测分析，提出敏感药物，

指导科学用药，减少盲目用药和滥用药。

四、进度安排

（一）前期准备阶段（2020年 4月）

制定实施方案，细化落实举措，明确责任分工，启动抗

生素减量试点工作。以 2019年的工作为基础，在我市宝坻、

蓟州、宁河、西青、滨海新区等 5 个区，选择 10 家养殖单

位开展本年度抗生素减量试点工作。

（二）试点工作阶段（2020年 5月—2020年 11月）

由市农业农村委统筹部署，天津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在各试点单位开展相关技术集成与应用，从而达到抗生素

减量应用目的。

（三）总结阶段（2020年 11月—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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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汇总数据，开展试点工作情况总结，包括总体情况、

取得成效、典型案例、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

五、组建专家团队

组 长：冯守明

副组长：王菁

成 员：韩进刚、徐赟霞、刘群、刘桐山、陈浩南、

霍文慧、王禹。

（联系人：王菁 天津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电话：13752098631）



— 15 —

附件 4

2020年天津市水产种业质量
提升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0年通过水产种业质量提升行动，开展水产新品种试

验推广，建立水产新品种试验推广基地 3个，开展生产性能

试验，制定相应的良种良法配套技术规范并汇编成册。示范

推广优质、高效、多抗、安全的水产新品种 3种，进行水产

新品种示范推广效果调查评估，辐射带动有条件的养殖企业

广泛参与，提升水产养殖良种化水平。

二、重点任务

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从农业农村部公告的水产新品种

中挑选凡纳滨对虾、大口黑鲈、黄金鲫共 3个水产新品种，

建立天津立达海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凡纳滨对虾）、天津

通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口黑鲈）和天津市换新水产良种

场（黄金鲫）3个试验推广基地，开展生产性能试验，进行

水产新品种示范推广。

三、实施计划

1.规范做好试验推广。市、区两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加

强对试验推广基地的指导，严把苗种质量关，选择经产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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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合格的水产苗种。制定试验推广方案，设计好试验过程和

试验区域，明确有代表性的对照品种，养殖管理和收获测产

等环节科学、精准和严谨；试验结束时全面总结试验工作，

明确参试品种和对照品种的差异，编写试验报告。

2.建立示范协作机制。由市农业农村委统筹部署，市水

产技术推广站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联合高等院校等组建水

产种业质量提升专家团队，建立品种试验示范推广的协作机

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四、进度安排

（一）前期准备阶段（2020年 4月）

制定实施方案，组建专家团队，细化落实举措，明确责

任分工，开展宣传动员和工作部署。

（二）试验推广阶段（2020年 5月—2020年 10月）

水产新品种养殖示范推广，开展水产新品种生产性能测

试试验。

（三）总结阶段（2020年 11月—2020年 12月）

进行工作总结，内容包括总体情况、取得成效、典型案

例、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建议等。

五、组建专家团队

组 长：包海岩

副组长：耿绪云、李宝华、刘克奉

成 员：张振奎、王彦怀、钟文慧、姚学良、徐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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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俊、王宇、徐林通、姜巨峰

（联系人：张振奎 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联系电话：882507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