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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为巩固和扩大长江禁捕退
捕成效，加强长江口水域禁捕
管理，清理整治非法捕捞行为，
更好地养护长江水生生物资
源，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
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8〕95号）和《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
捕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
电〔2020〕21号）等有关规定，经
国务院同意，农业农村部决定
扩延长江口禁捕范围，设立长

江口禁捕管理区。该通告自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通告内容如下：
一、禁渔区
长江口禁捕管理区范围为

东 经 122? 15′ 、北 纬 31?
41′36″、北纬30?54′形成
的框型区线，向西以水陆交界
线为界。

二、禁渔期
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内的上

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
区、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等水生生物保护区

水域，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水
生生物保护区以外水域，自
2021年1月1日0时起实行与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相同的禁捕
管理措施。

三、禁止类型
长江口禁捕管理区以内水

域，实行长江流域禁捕管理制
度。禁渔期内禁止天然渔业资
源的生产性捕捞，并停止发放
刀鲚（长江刀鱼）、凤鲚（凤尾
鱼）、中华绒螯蟹（河蟹）和鳗苗
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在上
述禁渔区内因科研、监测、育种

等特殊需要采捕的，须经省级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专项特许。

长江口禁捕管理区以外海
域，继续实行海洋渔业捕捞管
理制度。有关省级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应根据渔业资源状况和
长江口禁捕管理需要，进一步
加强海洋渔业捕捞生产管理，
适时调整压减生产性专项（特
许）捕捞许可证发放规模，清理
取缔各类非法捕捞行为，避免
对长江口禁捕管理和水生生物
保护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四、执法监督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有
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
渔政执法机构，应当在同级党
委、政府领导下，加强与相关部
门协同配合，强化渔政执法队
伍和能力建设，开展禁渔宣传
教育引导，严格禁渔执法监管，
确保长江口禁捕管理区的各项
管理制度顺利实施。

违反该通告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有关
法律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农业农村部关于设立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发布通告

本报讯 近日，中国气象
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公布
2020年度“中国天然氧吧”评
审结果，延庆区榜上有名，成
为北京市首个也是目前唯一
获得此荣誉的地区。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
活动 2016年启动，每年评
选一次，由中国气象局指
导、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发
起，着眼于评价地区旅游气
候及生态环境质量，旨在发
展生态旅游、健康旅游。“中
国天然氧吧”的“门槛”包括
气候条件优越，负氧离子含
量较高（年平均浓度不低于
每立方厘米1000个）；空气
质量好，一年中空气优良天
数不低于70%；生态环境优
越、生态保护措施得当、旅

游配套齐全、服务管理规范
等。16项指标，延庆全部
达标。

在延庆，“天然氧吧”处
处可见，四时皆是。初春，玉
渡山的草甸上，泥土和青草
的芳香沁润心脾；盛夏，龙庆
峡碧波潺潺；秋日，长城蜿
蜒，天高云淡；隆冬，雪落妫
川，空气清新.

获评“中国天然氧吧”，
更得益于延庆人持之以恒推
进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努
力。延庆始终坚定守护绿水
青山，建立自然保护区，使全
区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大
力实施饮用水源地保护、农
村面源污染控制、小流域治
理等一系列治理工程，河湖
水环境不断改善。

延 庆 获 评 北 京 市
首个“中国天然氧吧”

11月23日，由中国水产流
通与加工协会与厦门市海洋局
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水产品
大会”在福建厦门盛大开幕。此
次会议围绕国家双循环战略，以
“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寻求
后疫情时期市场新机遇，深切触
及产业痛点，全国42家行业协
会作为协办单位，六大技术体
系、三家科技联盟、多所水产高
校、科研机构等作为支持单位，
还吸引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等13家海外机构作为国际协
办单位，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与
参与，来自水产行业的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跨领域嘉宾、媒体
等近千人参会。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会长崔和宣布大会开始，农业
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
江开勇致辞，国务院参事、经济
学家汤敏以题为《如何抓住十
四五中的新机遇》的精彩报告
开启囊括经济、管理、金融、产
业的四场主报告，会议同期召
开十七场分论坛，聚焦水产行
业各产业链。

江开勇副局长强调，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发展
进行全面谋划和布局，明确要求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
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实施高水平
的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
我国具有最大水产品生产能力，
水产品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近
40%，养殖产量占世界养殖产量
的60%以上，双循环供应端能保
障；另一方面，我国具有最大水
产品消费潜力，实践表明，人均
GDP超过1万美元，居民消费将
加快升级，水产品作为最优质的
动物蛋白，需求量必将大幅增
加，双循环消费端有需求。“十四
五”期间，围绕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大局，渔业发展仍然大有可
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进一步

统一认识，凝聚人心，共同研判
产业发展的趋势，合理寻找应对
措施，分享经验、相互借鉴、集思
广益、不断创新，共同推进水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形成国内
国际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黑天
鹅袭来，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也
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而
国内疫情进入防控常态化阶
段，重启消费面临巨大压力，大
规模释放需求并不能一蹴而
就。可以预见，很长一段时间
内，全球经济都要寻求后疫情
时代的突破点。对此，大会主
报告——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
走势版块邀请国务院参事汤
敏、世界经济论坛海洋行动之
友项目全球负责人克里斯蒂
安?泰莱基分别从抓住“十四
五”中的新机遇、全球渔业经济
走势方面加以阐述，给与会者
提供指引和参考。

后疫情时代，企业如何涅
槃重生，在逆境中拓展企业经
营之路？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
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
商学院院长陈春花从企业管理
与成长角度，建议后疫情下企
业应审慎经营、平衡当期经营
与长期战略、关注伙伴与价值
伙伴的共生、重视数字化能力；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数字转
型首席战略官车海平就数字化
转型助力水产行业新发展深入
阐述，针对产品规划与生命周
期管理、产品研发管理、战略与
产业发展管理等方面为与会代
表打开了新视野。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在此方针指引下，如何充
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的优势，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欧阳日辉教授从数字化角度，
分析“十四五”期间我国水产品

电商的发展趋势、商机与对策；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负责贸易问题的高级渔业官员
马修围绕全球渔业生产与贸
易，结合多年来参与、制定与国
际渔业贸易有关的研究、项目、
分析和政策导向等，和与会者
深入交流；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会长崔和，以30多年的
水产工作经验，以全球的视野，
阐述中国水产品生产和贸易形
势，关注新形势下产业链各环
节的良好衔接与协调发展，进
而指导产业的健康发展；中国
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亮长期致
力于零售业、特许经营的行业
管理与研究，从连锁经营视角
看中国水产品消费，以丰富的
行业经验为水产业同仁带来启
发性的思维。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左小蕾，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张国副主任，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邓伟，全国水产技
术推广总站 中国水产学会副站
长于秀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
局副局长林月玲，厦门市政协
副主席陈昌生，厦门市海洋发
展局一级调研员池信才，国家
贝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张国范，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杨弘出席
会议。

会议为期3天，同期发布
“2020中国农业品牌公共服务
平台水产品推荐品牌”和“2020
影响力成长品牌”，并特设中国
水产品展示区2000平米，为水
产行业参会者带来一次多频
次、跨产业、跨领域的盛宴。

站在“十三五”收官与“十
四五”规划的节点上，此次大会
凝聚全行业及关联行业力量，
深度解析经济变局、行业转型
下，水产行业和企业发展的新
变局、新机遇、新思路、新模式，
推动水产行业绿色发展，为促
进渔业“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同期召开十七场分论坛 聚焦水产行业各产业链

本报讯 为明确执法依
据，履行法定职责，规范执法
程序，通州区农业农村局日前
在市局行政处罚职权清理的
基础上，参考了农业农村部对
权力清单的规范做法，结合公
共服务事项的梳理成果，对通
州区农业系统原有权力清单
做了相应的调整与完善，梳理
完成了“通州区农业农村局行

政调解权利清单”；
此外，还圆满完成了市

农业农村局下放事项的承接
和“中介服务事项”的清理工
作，进一步对本部门法定的
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实
施主体、运行流程等进行了
认真的梳理，明确了本部门
职责权限，大力推动简政放
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通州区农业农村局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

2020中国水产品大会在厦门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