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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是世界公认的高风险行
业。渔船海上生产点多、面广、线长，
受海洋灾害性天气影响较大，意外事
故频发，给各地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带
来巨大挑战。9月 1日开海在即，我省
各地渔业管理部门将服务触角延伸至
每一艘渔船、每一名船员，力保航行安
全，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检查现场变答疑现场

“船名号清晰规范，配备救生衣 8
件，灭火器压力值正常，驾驶室设备正
常，北斗设备正常，机舱内无明显可燃
物，甲板畅通无障碍物……”8月26日，
记者跟随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街道农
业科渔业负责人徐刚和区海洋发展局
执法一中队队员郝无赧登上“辽大旅渔
25075”船，对照《辽宁省涉海渔业执法
检查清单》进行检查并全程录音录像。

“只有检查全部通过，符合安全适
航标准，开渔后才能出海作业，否则坚
决禁止离港。”徐刚对记者说。

经历4个月的休渔期，渔船易出现
机械故障、安全系数降低、新船员仓促
上岗等问题，容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进行全面“体检”尤为重要。从 8月中
旬开始，大连市各涉海县（市）区对全市
8000余条渔船展开安全生产隐患专项
排查。同时，大连市公安局沿海安全保
卫局抓住开渔前的关键窗口期，加大打
防管控力度，进一步规范海上生产秩
序，为黄渤海开渔做好保障工作。

当前，我省各沿海地区渔业安全
生产检查均在有序推进中。各项检查
中，北斗系统等定位通信设备检查成
为重中之重。

“‘北斗平台’就是我们的眼睛，这
些标识精准显示了渔船所在的位置、
船舶基本信息以及历史轨迹，一旦发
生险情，我们能实时获取渔船的位置
信息，快速准确地实施救援。”8 月 26
日 10时，记者走进丹东市渔船渔港信
息化指挥中心（北斗监管平台）。智能
监控系统大屏幕上，彩色小三角标识
散布在浅蓝色区域，宛如在蔚蓝大海
上飘扬的彩旗。丹东市海洋与渔业行
政执法队渔船渔港信息化管理科负责
人赵威指着大屏幕上的红色小三角标
识说，如果渔船显示“离线报警”状态，
指挥中心将立即启动处置程序，由属
地跟进调查离线的具体原因，在3天内
完成核查工作，并上报处理结果。

丹东市沿江、沿海、沿边，海域面
积广阔，海岸线长，渔港、码头众多，渔
船数量庞大。为遏制渔业安全生产事
故和涉外渔业事件的发生，2021 年 4
月，丹东市建立了由渔业主管部门负
责的市、县、乡三级北斗平台管理体
系，实现了海上作业渔船动态监控和
实时跟踪全覆盖。

“如果遇到特殊天气，进出港不能
按规定程序报告，能补办手续吗？”8月
26日上午，在锦州中心渔港老码头，锦
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的谢文
志、孙洪涛、王凡石被渔民团团围住，
一时间，检查现场变成了小型答疑现
场。记者注意到，关于“渔港通”APP
的使用问题被渔民多次问及。

“管理部门要求我们必须在海上编
组生产，努力做到‘一船不出海，单船不
返航’。”“辽锦渔11093”船船长崔世奎
说，由于之前船组里负责上报出入港报
告的人员不再出海，他成了新的上报
人，正好借着此次检查的机会，详细问
清楚“渔港通”APP的使用方法，避免使
用时出错。孙洪涛告诉记者，渔船进出
港报告制度是维护渔船秩序、提高抢险
救助能力的重要制度，便于监管部门及
时掌握每一艘渔船的动态。目前，锦州
正不断强化警示教育，帮助渔民把遵守
制度变成一种自觉习惯。

“软硬件”齐升级 为渔
民保驾护航

在盘锦市二界沟渔港，船主裴勇

一边和船工收拾密密麻麻的渔网，准
备出海装具，一边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他的长43.5米、宽6.8米钢结构船：“这
船价值 350 多万元，国家给补贴了 75
万元。有了这艘船，我就能跑得更远，
到山东沿海去捕鱼了。”

国家适时出台渔船“木改钢”政策，
为渔民提供一定的补贴。得益于此，裴
勇成功换掉了那艘最远只能驶出六七
海里的老旧木船，取而代之的是安全、
节能、环保且适居的钢制渔船。如今，
裴勇的渔船能装载150吨，规模较之前
的木船大了数倍，还能抗八级风浪。船
上配备先进的卫星导航、通信、救生、灭
火等设备，安全性能大幅提高。目前，
盘锦的 208艘渔船中，74艘是钢制船，
钢制船比例越来越大。

除了“木改钢”这类硬装升级，各
地还推出一系列安全“软装”——组织
渔业生产安全培训，强化安全生产宣
传，在开渔前夕为渔民“充满电”。

今年伏季休渔期间，营口市开展
了 6 批次船员培训，培训航海理论知
识、船只实操技能以及心肺复苏等急
救技能，还在课程中增设了游泳课，彻
底清除船员中的“旱鸭子”；锦州市邀
请多名渔业、海事专家，采取宣讲与警
示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对船东主体责
任、船长全面责任、船员基本权利和义
务等渔业安全管理、安全生产基础知
识进行授课，切实推动渔民从“要我安
全”向“我要安全”转变；丹东市组织大
规模船员培训，吸引了 1300余名职务
船员、3000余名普通船员积极参与，为
渔船出海安全作业提供了坚实保障。

除了生产安全培训外，还有不少
“暖心礼”。最近，营口渔民焦德龙收
到了一份来自营口市海洋与渔业局的
特殊礼物——气胀式救生包。8月 26
日上午，营口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执
法队渔政执法大队队长黄新刚带队来
到西市区各渔港码头，对230艘渔船开

展出航前适航安全检查，并为渔民免
费发放气胀式救生包。

记者看到，救生包是尼龙材质，通
过像书包肩带式的卡扣系在腰间。颜
色是鲜艳的红色，格外醒目，方便搜
救。打开救生包的魔术贴，里面有一
个气胀式救生圈，圈壁上贴有反光贴，
还有一个哨子，方便呼救。据了解，近
两年，营口市投入 100万元，购买了近
5000个这样的气胀式救生包，免费发
放给全市渔民，为出海安全加上最后
一道“保险”。

焦德龙告诉记者，虽然船上配备
了救生圈、救生衣等救生设备，但船只
一旦遇险，人在惊慌失措下容易犯错
误，不能及时拿到救生设备。救生包
就系在腰间，即便遇险犯错，船员也能
保命，争取救援时间。“现在我们已经
万事俱备，就等待开渔号令响起。”渔
船上，看着碧波万顷的海面，焦德龙对
即将到来的开渔充满期待。

渔业管理部门延伸服务，护佑渔船出海作业——

安全培训“充满电”北斗监管筑防线
本报记者 白复海 于雅坤 蔡晓华 刘永安 佟利德

本报讯 记者张霖报
道 8 月 23 日，盘锦市政府
联合国家自然基金委高技术
中心、省科技厅举办“锚定产
业新赛道、催化发展新动能”
催化科学成果交流会。会
上，记者获悉，今年前7个月，
盘锦市新注册科技型中小企
业 130家，同比增长 36%；完
成技术合同成交额 7.49 亿
元，同比增长 38.2%；实施科
技成果转化 48项，中试基地
7个项目实现本地产业化，正
在实施中试项目17个。

成果交流会上，来自中
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天津大
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高校院
所的 50余名催化领域院士、
专家齐聚一堂，为盘锦石化
及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建言
献策。与会专家围绕“催化
基础和交叉前沿”“催化剂
创制”等六大领域，介绍了
催化科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以及催化新材料领域的前
沿科技成果。辽河油田、华
锦集团、金发科技等企业围

绕创新发展需求进行了互
动交流。院士、专家结合自
身专业和研究领域，为企业
战略发展、解决技术难题出
谋划策。辽宁精细化工产
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建国表示，院士和专家
来到盘锦市作关于科技创
新的讲解，为企业做好科研
创新工作明确了方向。

近年来，盘锦市始终锚
定建设国内重要的石化及精
细化工产业基地目标，持续
推动“减油增化”“减油增
特”，强力推动物料“隔墙供
应”和能源梯级利用，基本形
成乙烯、丙烯、碳四和芳烃四
大化工产业链布局。今后，
盘锦市将继续深化与高技术
中心的战略合作，指导企业
主动对接国家科技计划成
果，搭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成果地方转化应用示范平
台，寻找更多的契合点和着
力点，为企业吸纳高新技术

“架桥”，加速科技成果落地
生金。

前7个月盘锦新注册科技型
中小企业同比增长36%

近期的几轮强降雨过
程，给营口市的农业生产带
来严峻挑战，尤其是水稻种
植面临二化螟和稻瘟病等病
虫害的威胁。连日来，营口
市农业农村部门利用专项资
金，组织开展了大规模植保
无人机统防统治工作，在全
市 19 万亩水稻种植区实施
精准防治，实现了对水稻重
大病虫害的有效控制。

在盖州市青石岭镇朱甸
村水稻种植区，种植大户佟
娟种植了 600余亩水稻。眼
下正值孕穗关键期，强降雨
导致病虫害风险骤增。就在
她为大面积水稻田的病虫害
防治感到焦虑时，市、县农业
部门及时派出两台大型植保
无人机为稻田免费喷洒农
药，解了种植户的燃眉之
急。“水刚下去，水稻正是出
齐穗的时候，正需要这遍药，
政府就给咱们免费打了，我
们特别高兴。”佟娟说。据了
解，植保无人机每次作业能
携带 40斤药剂，不到一天就

完成了 600余亩稻田的喷洒
作业，让农户对今年的水稻
收成充满信心。

“几轮强降雨过后，正是
水田重大病虫害发生的关键
期。这时候，抓住重要的雨
休窗口期打药非常关键。”营
口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
中心植保科科长赵润洲表
示，营口市农业农村部门整
合几个农业项目的资金，采
购了无人机服务和水稻二化
螟、稻瘟病防治药剂，把病虫
害防治送到田间地头。

管住了药瓶子，就把住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命根
子。营口市农业部门利用
植保无人机开展专业化统
防统治，不仅高效省工、节
水节药，同时降低了田间的
空气湿度，避免了病虫害交
叉传播。同时，针对本地区
易发和易流行的几种重大
病虫害，采取一系列技术方
案，组织农技人员走到田间
地头，为农民提供专业的技
术指导。

无人机上阵为营口19万亩
水稻防治病虫害
张宝全 本报记者 佟利德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
道 日前，由省科技厅组织
的特派团来到本溪市南芬
区，为冷水鱼养殖企业和养
殖户提供技术援助。

近期的强降雨天气造成
南芬区冷水鱼养殖场水位急
剧上升，水质明显浑浊，出现
了死鱼现象。特派团在现场
对水质参数和悬浮物含量进
行测定，同时对出现的死鱼
进行显微镜下检查与分析，
诊断病因。

特派团由省淡水水产科
学研究院的专家组成，其中
包括水质检测专家和鱼病防
控专家。

特派团专家建议冷水鱼
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实施药物
干预，增强冷水鱼机体抗病
能力，降低病害发生率，并提
供了包括中草药、复合维生
素及消炎类药物在内的一系
列应急物资。

特派团解答了养殖户
在用药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各类疑问，同时下发《水产
养殖用药明白纸》，指导养
殖户根据冷水鱼病情合理
用药，确保用药过程的安全
性与有效性，通过科学合理
的药物干预措施，降低病害
发生率，保障养殖业稳步健
康发展。

特派团为本溪冷水鱼养殖
提供技术支持

近日，在昌图县登丰源
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树莓田
里，熟透的树莓如红宝石般
点缀在绿叶间，散发着诱人
的光泽。农民穿梭在树莓田
中，抓紧采摘（见上图），脸上
挂着丰收的喜悦。

据悉，登丰源农业专业
合作社于 2021 年开始发展
特色种植，在老城镇五勤村

示范农场承包100亩土地种
树莓。今年，树莓进入盛果
期，喜获丰收，每亩产树莓
1600斤，每斤售价6元，年产
值可达 100 万元，出口到俄
罗斯、德国等国家和地区。
特色种植给合作社带来了可
观的效益，也促进了当地农
民就业。
本报特约记者 关 兴 摄

昌图树莓丰收了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9月1
日临近，全省开渔在即。为确保高质
量完成涉海渔船、渔港、船员、船厂排
查整治，做好开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即日起至8月末，省农业农村厅对全省
渔业安全生产进行全面督查。

据介绍，此次督查的主要内容包
括四个方面：涉海渔船、渔港、船员、船
厂排查整治推进情况，涉及未进行信
息采集的船员禁止在我省籍渔船上从
事渔业生产等；养殖渔船监管情况，涉

及养殖渔船北斗船载终端设备安装、
进出港管理等；涉海渔船智能监管系
统管理情况，包括渔船信息录入、核对
以及涉海渔船智能监管系统24小时值
班、渔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监控平台
相关业务培训等；开渔前各项渔业安
全生产工作。

此前，我省明确要求，在 8月底前
完成涉海渔船、渔港、船员、船厂排查整
治，通过排查，分类建立排查档案，彻底
摸清底数。限期内未完成排查、安全隐

患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未明确固定
停泊港、无《辽宁省渔船安全检查清单》
或清单已过期的渔船将禁止离港，待排
查或安全隐患整改完毕后方可出海作
业。针对渔船固定停泊港不在船籍港
所在地的，两地渔业管理部门要及时沟
通，共享互通信息数据。尤其是排查出
的涉渔“三无”船舶，依法拆解取缔；对
无法立即处置的涉渔“三无”船舶，集中
扣押并限期处置。

渔船安全生产离不开有力的执法

监管。我省明确，开渔后将在排查整
治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对未经排查整治核实或中国渔政管理
指挥系统、辽宁省渔船信息普查填报
系统以外的渔船，均按涉嫌“三无”船
舶处置。对录入相关系统的生计渔
船，严格限定作业区域和作业时限，控
制渔船数量“只减不增”。对三级（含）
以上渔港全部派驻监管人员，并负责
对就近的三级以下渔港、关停取缔渔
港进行监管，实现渔港监管全覆盖。

我省持续开展涉海渔船、渔港、船员、船厂排查整治

拧紧“安全阀”护航“开渔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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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近日，盘锦市“2024
年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演练”在二界沟中心渔港
举行。此次演练以“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
道”为主题，将进一步提升全市
渔业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

本报特约记者 刘 杨 摄
图②为营口市海洋与渔业

局执法人员登船检查船只、船
员的各种证件是否齐全。

傅义增 摄
图③为丹东市渔船渔港信

息化指挥中心。
本报记者 蔡晓华 摄

图④为 9 月 1 日 12 时，完
成“体检”的渔船将拔锚启航，
驶向“蓝色粮仓”。

本报记者 于雅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