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禄丰县渔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以保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渔业资源和确保水产品养殖质量安全为
工作重点，根据《禄丰县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方案》，认真贯彻落
实《渔业法》《云南省渔业条例》和省、州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
神，通过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完成了渔业安全生产的各项
工作任务，保障渔业养殖户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下面将详细探究
草鱼养殖技术、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措施。

一、草鱼养殖技术
（一）选择放养品种
在对品种进行选择的时候，需要重点对苗种品种选择，主要

考虑苗种来源较广，市场销路较优，要求技术较低的草鱼品种。
草鱼食性较为简单，鱼饵来源较为广泛，产量较高，生长较为迅
速，经常被养殖在荷塘、水库、湖泊以及河道。

（二）放养密度与混养比例
在对草鱼进行养殖的过程中，需要重视混养比例，将鲢鱼、

鳙鱼、鲤鱼以及鲮鱼等各种品种引入其中，综合地对上层、中层
以及下层水体，依照鱼类共生特征，对水面进行合理运用，提
升鱼类产量。放养草鱼密度控制在 550 ～ 750 尾/亩、鲢鱼控制
在 80 ～ 100 尾/亩、鳙鱼控制在 700 ～ 800 尾/亩、鲤鱼控制在
120 ～ 150 尾/亩、鲮鱼控制在 1500 ～ 2500 尾/亩。

（三）养殖模式
运用混养模式，将轮捕轮放以及一次性放养模式有机结合在

一起，其中鲤鱼、草鱼、鲮鱼需要 3 月进行放养 1 次，鲢鱼以及
鳙鱼需要分批次投放，需要在每年 3 月、5 月、7 月进行投放，每
次所投放的量需要控制在全年的 1/3。鲢鱼、鳙鱼需要每年进行轮
捕 2 次、草鱼需要每年进行轮捕 3 次。

（四）免疫注射，预防常见病
在对草鱼进行养殖的过程中，要求在投放鱼苗的时候，对其

实施免疫注射。草鱼常见类疾病为：出血疾病、赤皮疾病、烂鳃
疾病、肠炎疾病。依照养鱼经验，草鱼免疫注射作为常见预防常
见病模式。

近阶段，市场上疫苗一般为土法疫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三联苗，效果不是十分的稳定，免疫期相对较短。用量需要控制
在：冻干苗药物 2 瓶与三联苗药物 1 瓶，可以现配现用，每鱼尾
需要注射量控制在 0.2mL，注射模式是运用肌肉注射模式，运用
连续注射器设备，在背鳍基部在 45°进行插入，插入的深度需要
控制在 0.3cm，依照鱼种个体的大小对其进行灵活的掌握。

（五）饲料来源
运用配合饲料和青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模式，可以在鱼塘周

边两亩多旱地上种植橡草，在塘底可以种植黑麦草。刚放鱼种时
因个体较小，投喂草鱼配合饲料，之后按草的生长收割情况结合
投喂，根据鱼的生长情况采用上午草、下午料或者草、料隔天投
喂的方式。

（六）日常管理
1.彻底清塘。在主养草鱼的池塘必须在放养前彻底清塘，

消灭病原和敌害生物。用生石灰清塘，每亩水面水深 1m用量
80 ～ 100kg，或每亩水面水深 1m用茶麸 30 ～ 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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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鱼种消毒。鱼种放养前必须消毒，可用 4% ～ 5%的食盐水
溶液浸洗鱼种 15 分钟，也可用 10 毫升/千克的漂白粉、8 毫克/
千克的硫酸铜等其他消毒方法。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执法经费紧缺，执法装备差
渔业执法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案件错综复杂，执法

办案费用较高。我县执法经费严重缺乏，执法装备差，无交通工
具，严重制约着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执法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我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履行多项职能，但执法力量薄弱，

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渔政执法工作。在编在岗人员均为非法律专
业出身，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有待提高。同时渔业执法专业性较
强，制约因素较多，对执法人员的专业水平要求较高，亟需加强
对执法人员的专业对口学习和培训。

（三）执法难度大，监管难以到位
1.渔业执法点多面广，偶发性强，涉及多方利益，干扰、制

约因素较多，执法难度较大，形势不容乐观。
2.水产品质量安全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和我县高原特色农业发

展，监管难度大，监管难以到位。
3.渔政执法和渔业船舶安全检验工作体制机制不健全，经费

无保障，工作亟待加强。
（四）渔业法律宣传不到位，渔业资源保护意识有待增强
长期以来全社会对渔业资源保护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

渔业法律法规宣传和运用不到位，干部群众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不
高，维护渔业生产安全，依法保护渔业资源意识有待增强。

三、解决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实
1.将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由大队

长、常务副大队长为组长，渔政股，执法大队四中队工作人员为
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机构及职责。新组建的禄丰县农
业综合执法大队四中队共有执法人员 7 人。全县 14 个乡镇均配置
渔政执法协管员 3 人，共 42 人。

2.加强农业执法队伍管理，健全完善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监督
管理的奖惩机制、联动机制、长效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与每位
执法人员签订执法责任书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做到职责
明确、任务清楚、纪律严明。教育干部职工树立服务"三农"意
识，遵守各项工作纪律，认真履行执法工作职能职责，进一步规
范执法行为。

3.为使农业执法人员更好地行使执法权力，加强全体执法人
员对渔业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利用每周一集中学习渔业有关法
律、农业部部令公告、行政通知以及省、州、县下发的有关文件
材料；积极组织大队执法人员参加省州的渔业执法培训；组织培
训乡镇渔业执法人员，对渔业报表填报、渔业生产中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及禁用渔药等知识进行培训。通过培训学习，规范渔业行
政执法文书，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推进
渔政执法的规范化和信息化建设。



（二）广泛开展渔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将宣传教育作为渔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常抓不懈。一是结合

“放心农资下乡”宣传活动，向群众宣传《渔业法》《云南省渔
业条例》《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二是加大养殖许可、捕捞许可及渔船和船员管理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做到家喻户晓。三是在村委会、水
库、船主处张贴标语、设置宣传栏(牌)，扩大安全警示宣传。四
是结合渔业安全生产检查行动，在做好渔政执法、渔业船舶安全
监管普法宣传工作的同时，普及渔船船用产品安全知识，大力宣
传渔政监管、渔业船舶法律法规，提高渔民维权意识。五是深入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渔船"安全生产月"活动，将活动与其他工作同
谋划、同部署、同落实，进一步巩固渔船安全生产工作基础。六
是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培训水产养殖人员。

（三）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整治行动
在开展渔业安全生产检查的同时，加大对水产养殖质量安全

监管执法力度，制作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执法记录表，对县域内的
水产养殖单位、水产苗种生产单位以及水产养殖大户进行水产养
殖质量安全执法检查。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实用草鱼养殖的发展也是关乎国家经济的发展，现在国家

要实现全面脱贫，就需要在政策上加大对实用草鱼养殖的扶持力
度，尤其是对于还未脱贫的养殖户来说，政府的扶持更为重要。
之前我国已经实施了对畜牧养殖户的贴补政策，这样的政策调动
了大部分养殖户热情，但是由于实用草鱼养殖极容易受到气候、
环境以及地理因素的影响，导致小型的畜牧养殖户的抗风险能力
较弱，如果出现大规模的流行病，就会给养殖户带来严重的经济
损失，甚至导致养殖户的经济危机，导致没有生活经济来源。针
对这种情况政府部门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在发现草鱼疫情苗头的
时候就要做到全面对疫情进行控制，将危害值降到最低。政府需
要规划建设定疫点、疫区及隔离区，对存在严重疫情的区域进行
全面消毒，消毒阻止不了疫情扩散的情况下就需要对有疫情的草
鱼进行扑杀，从而防止疫病大面积扩散。可以看出，政府加大扶
持力度对贫困养殖户的作用至关重要。

（五）科技创新带动实用草鱼养殖发展
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在提高，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惠

及国家各个领域。对于实用草鱼养殖，更需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
术，比如说草鱼疫苗的研制。国家需要加大研发力度，再发现草
鱼疫情的第一时间就应该集中大力研制相应的疫苗，争取将养殖
户的损失降到最低。目前，已经研制出许多的新型疫苗，这样的
疫苗具有更好的安全性能，而且使草鱼的免疫效果更好，给草鱼
疾病的免疫与防控带来了福音。运用新型的疾病检测技术能够及
早的判断出草鱼疫情，从而有效地抑制了草鱼疫情的蔓延，保障
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政府需要加强对草鱼疫苗的研究与疾病检
测技术的投入力度，让先进的科学创新技术能够更好地为实用草
鱼养殖服务。

四、结束语
综上，在开展脱贫攻坚战的时候，需要重视农村地区草鱼养

殖，运用先进的养殖技术，在问题中探究解决策略，从而促使草
鱼养殖成活率倍数提升，保障村民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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