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政办秘〔2020〕70 号

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市

山泉流水养鱼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黄山市山泉流水养鱼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 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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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山泉流水养鱼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 施 方 案

一、总体思路

立足我市山泉流水养鱼产业生产和消费潜力优势，以五大发

展理念为指导，坚持区域开发、绿色发展，推动全市山泉流水养

鱼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发展目标

（一）总体目标

按照“有品牌、有市场、有组织、有标准、有效益、有环保”

的要求，推进黄山市山泉流水养鱼产业“五大工程”建设，到

2022 年，山泉流水养鱼（改造）塘口达 11000口，面积达 24 万

平方米，实现山泉流水养鱼产量 3000 吨，综合产值 8 亿元。

（二）具体目标

到 2022 年，新增泉水鱼塘口 2000 口，其中恢复改造传统养

殖区老旧塘口 600 口，建立市级示范基地 30 个，其中黄山特色

养殖品种基地 20 个，培育全市鱼苗鱼种（良种）场 10 家，草鱼

等鱼种供应能力达 600吨，石斑鱼、倒刺鲃人工繁殖能力突破 1

亿尾/年，全市鱼种本地化比例达 80%。

坚持品牌建设，完善黄山泉水鱼质量追溯体系，提高规模基

地质量追溯覆盖面。制定养殖标准 10 个、养殖规程 8 个，打造

20 个精品渔业休闲农庄（渔庄）。加强产业扶贫支持力度，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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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户农户发展山泉流水养鱼，带动 4500 人稳定增收。开展泉

水鱼古迹、遗址普查，抢救性保护古旧塘口 100 处。打造特色渔

业节庆活动，促进“渔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三、重点任务

以“五大工程”为抓手，推进山泉流水养鱼产业绿色融合高

质量发展。

（一）基地建设提升工程

1．加大基地建设力度。发挥市级示范基地的产业带动和技

术引领作用。加大基地建设，每年新建市级示范基地 10 个。到

2022 年，新增泉水鱼塘口 2000 口，其中恢复改造传统养殖区老

旧塘口 600 口，实现山泉流水养鱼产量 3000 吨。鼓励整村推动，

避免同质化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支持

企业使用传统材料和工艺修建规模化现代山泉流水养鱼产业基

地。

2．坚持绿色生态养殖。引导农民采取“庭前屋后”分散生

态养殖，鼓励开展“鱼－果”等立体循环种养模式。通过实地体

验、渔家乐消费等方式延长产业链，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坚持

创新理念，鼓励渔业设施建设，开展智慧渔业养殖，到 2022 年，

发展石斑鱼、倒刺鲃、特色龟类等特色养殖品种基地 20 个，实

现产量达 500 吨。

3．提高山泉流水养鱼苗种供应能力建设。到 2022 年，培育

全市鱼苗鱼种（良种）场 10家，草鱼等鱼种供应能力达 6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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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格泉水鱼鱼种（0.5kg)400 万尾以上。加大光唇鱼、倒刺鲃

等土著鱼类人繁技术攻关扶持力度，保证优质替代品种的供应，

石斑鱼、倒刺鲃人工繁殖能力突破 1 亿尾/年；开展山区稻田鱼

种养殖试点，对区域泉水鱼苗种供应基地按供种量实行奖补，全

市鱼种本地化比例达 80%。

（二）品牌与营销工程

1．完成山泉流水养鱼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发挥行业协会作

用，实行“三统一”养殖（统一养殖规程、统一使用投入品、统

一产品质量），保证足够的养殖时段，确保产品质量。完善泉水

养殖操作规程并标准化，到 2022 年，建立各品种养殖标准 10 个，

养殖规程 8 个。规范泉水鱼投入品管理，建立泉水鱼养殖生产过

程可追溯体系。

2．加快黄山泉水鱼营销和质量追溯平台一体化建设。完善

黄山泉水鱼质量追溯平台建设内容，逐步溯源到规模养殖基地

50 个以上。建设 5 个直销窗口和城市体验门店，利用物联网技

术、电商和微商平台，开展线下、线上销售。实现山泉流水养鱼

产品销售、生产环节全程管控，以及供应链全程质量信息的跟踪

和追溯。到 2022 年，完成年销售泉水鱼 1200 吨，产值达 1.5 亿

元。

3．加快“黄山泉水鱼”地理标识产品申报。制定泉水鱼公

共品牌授权使用管理办法，鼓励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使

用地理标识，共同打响“黄山泉水鱼”品牌，提高“黄山泉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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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

4．加快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进度。以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为基础，开展山泉流水养鱼核心区的古旧鱼池普查，完

成全市古旧渔塘的登记造册，收集充实生产方式、民风民俗、传

统节日、文化信仰相关研究资料，做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

报准备。

（三）产业扶贫工程

1．推进产业扶贫的经营机制创新。以“依法、自愿、有偿”

为前提，引导贫困户以土地、扶贫资金等形式入股，通过“产业

带动、基地引领、互助合作、精准扶贫”的方式，建立“企业大

户+、家庭农场+、养殖合作社+扶贫户”为一体的精准扶贫模式，

到 2022 年，帮助 2000 户农户发展山泉流水养鱼，带动 4500 人

稳定增收。

2．开展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渔业资源保护利用。持续在休宁

梓坞、歙县三源等贫困村试点。利用河道天然饵料生产力，通过

人工管护、天然增殖和增殖放流，保护恢复以山溪型光唇鱼为代

表的土著鱼类种群数量，开发渔事体验平台和古法捕捞形式，合

理利用鱼类资源，力争增加试点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5 万元以

上。

3．加快建立泉水鱼风险保障机制。以规模养殖企业和基地

为突破口，推动泉水鱼保险试点工作，提高山泉流水养鱼产业对

自然灾害和疫病的抵御能力，保障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积极探索



－ 6 －

“无偿优待”方式，逐步降低养殖户保险成本。

（四）产业融合发展工程

1．加强农业文化遗产核心区保护提升。重点加强对山泉流

水养鱼核心区和传统养殖区的古旧渔塘保护提升，做好老旧生产

渔塘的恢复和生态建设。挖掘渔文化内涵，发挥区域鱼类资源优

势，突出区域文化特色，鼓励农旅结合，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到

2022 年，实现综合产值 8 亿元。

2．开发多形式亲水平台和旅游方式。利用黄山市自然旅游

资源和人文优势，开展“民间美食烹饪大赛”“徽州风土人情展

示”“古法亲水捕鱼农事”“鱼文化节”等系列推介活动，开发生

态亲水游、渔事体验休闲游、渔业文化观赏游、鱼类美食品尝游

等旅游方式，逐步打造出有浓郁渔文化、有影响力、有地方特色

节庆活动。

3．打造精品渔业休闲农庄（渔庄）。积极鼓励各经营主体延

长产业链，对开展渔业休闲农庄（渔庄）的农户给予适当扶持。

统一制定渔家乐接待规范、餐饮接待标准，开展主题渔家乐星级

评定活动，到 2022 年，打造 20 个精品渔业休闲农庄（渔庄），

促进“渔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五）产业圈境保护工程

1．加强养殖基地的环境整治。对现有规模基地开展以尾水

治理为重点的环境整治行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设生态鱼

池。鼓励农户开展生态养殖，投放绿色生态鱼饲料。对鱼池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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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以湿地生物降解、自然修复为主，水域工程技术（如机械

+生物膜等方式）为辅助，确保养殖尾水达标排放。

2．加强对山泉流水养鱼核心区和传统养殖区的保护。对休

宁县板桥、汪村、岭南、山斗、龙田、鹤城等地区，开展泉水鱼

古迹、遗址普查，完成古迹、遗址的抢救性保护 100处。对废弃

鱼池，恢复自然风貌；对鱼池等基础设施，实行生态环保修建，

做到山水相融人文和谐。

3．开展农渔景观保护工作。以休宁田里、梓坞，祁门桃源

等村为试点，开展农渔景观保护，实现主要项目区鱼池渔塘景观

化、村落整洁化，对森林景观、溪流景观、塘坝景观、河流景观、

农田景观进行综合规划，实现“人与自然共处，村落与鱼池共生、

水鱼山林共育”的和谐局面。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要成立以分管区县长为组长的

领导小组，并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各相关部门要明确职责分工，

压实工作责任。各地要制定细化工作方案，切实抓好重点任务和

各项措施的分解落实。要培育典型，抓点示范，加强宣传，发挥

试点示范的带动作用，做好年度工作任务的评价总结，确保该项

工作高标准开好局、起好步。

（二）多渠道筹措资金。各地要广辟融资渠道，筹措资金，

大力发展绿色渔业。要统筹财政支农资金，发挥代偿和风险补偿

机制资金使用倍增效应，鼓励并加大有效信贷投入，支持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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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机构提供增信服务，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促进产业发展。

（三）强化技术培训。加强水产技术推广队伍建设，充实重

点区域一线渔业技术人员。开展渔业绿色健康养殖模式、山泉流

水养鱼实用技术、稻田综合种养技术的攻关和推广。加大新型农

民培训力度，逐步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生产、能经营的农民；加

强基层技术人员培训，建立乡镇技术人员队伍，指导山泉流水养

鱼产业发展，确保山泉流水养鱼产品质量。

（四）严格绩效考核。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工作指导

和过程监督，加大绩效考核评价，把山泉流水养鱼工作列入现代

渔业绿色发展考核内容。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黄山军分区，驻黄各单位，各群众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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