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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渔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展生态渔业产业过程中，必须注重新时代

出现的新变化，及时转变渔业产业结构，创新产业发展结构模式，提升生态渔业产业综合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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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迎来了新

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生态产业发展提出

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作为我国宏观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渔业产业占据着重要地位[1]。从生态渔业发展

来看，仍存在着一些短板与不足，亟待进一步优化

提升，寻求有效的生态渔业发展结构优化路径，是

推动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1 生态渔业的基本概念

生态渔业是经济概念与生态概念的融合，是指

在渔业生产系统内，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构成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能量的转化，提升资源的

循环利用效率，通过优化渔业养殖结构，让水生生

物与自然资源环境相适应，打造自然循环生态系

统，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减小对

外部自然环境的影响[2]。从生态渔业本质特征来看，

是一种共生互补的发展理念，通过粮食作物与渔业

生产的有机融合，打造循环系统，利用现代技术进

行管理，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优化提升产业

综合发展水平，是现代水产养殖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也是契合“生态中国”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

2 生态渔业的主要生产模式

1）庭院生态农业。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态农业模

式，庭院生态农业是在房前屋后开挖池塘，面积根

据房屋面积大小不等，在池塘中养殖鱼虾等经济产

品，同时在池塘上方可以通过架设棚架种植瓜果，

并且在池塘周边饲养牲畜，实现生态有机循环。这

种有机生态渔业因为规模较小，一般适合小规模家

庭开展。

2）池园生态农业。在旱地开挖池塘，规模相对

较大，一般在 500～1 000 m2，在池塘中饲养草食性

鱼类，然后在两岸饲养家禽，通过肥料的互补，提升

经济效益。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实现水稻和渔业

的配套，以及水稻和虾蟹类的混种混养，通过打造

自然生态循环系统，减小人工肥料的释放，提升自

然生态效益，最大化利用资源，提升养殖效益。池园

套种类型的生态渔业是现代渔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3 生态渔业发展的主要思路和策略

1）重视生态渔业产业的生态效益。发展生态渔

业的本质在于对资源的合理调配，如何平衡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

经济社会需要快速发展，满足农民对于渔业的需

求；另一方面，土地和水资源具有稀缺性，做好生态

渔业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3]。基于此，在工作

实践中，生态渔业发展工作人员要秉持生态优先的

理念，提升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以生态文明建

设为导向，满足生态发展需求，提升渔业发展的效

能，合理进行生态产业发展工作，提升资源的集约

化、科学化利用效率，为生态渔业发展预留更多的

空间，进而适应未来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需求。

2）注重项目建设，提升生态渔业规模。在生态

渔业发展实践中，要提升发展水平，提升生态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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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模，发挥规模效应，就要在政策和土地资源

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对于重点项目要在土地供给等

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通过落实一批优质生态渔业

项目提升发展总体水平。在发展实践中，生态渔业

发展要摒弃传统理念，注重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

存发展，提升生态工作在整个工作体系中的地位，

不断优化提升工作效能。

4 小 结

在发展生态渔业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根据

当地的条件，选择合适的生态渔业发展模式，进而

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构建高效的生态自然循环系

统，在提高渔业生产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环境保

护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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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猪食品安全问题是近些年的社会热点问题，主要包括猪肉及其制品的兽药残留、猪肉过保质期、病

猪肉上市等，很容易引发中毒或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其危害主要包括隐性和显性 2种，威胁着人体健康；防范生

猪食品安全风险需要做到加强产业链监管、全民监督、加强教育、鼓励畜牧企业品牌化运作、加大快速检测方法

的投入和利用互联网平台等；必须健全相关法律机制，最大程度降低生猪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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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是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的热点问

题，也是重点民生问题之一。生猪肉及其制品是目

前市场上主流的蛋白类消费品类，其是否安全直接

关系到人们的饮食健康。如何防范生猪食品安全带

来的风险是每个畜牧人和食品人都应该关注的问

题。

1 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近些年关注较多，社会反应强

烈，食品是否安全关系到消费者身体健康。生猪食

品是日常蛋白消费品之一，常见的安全问题包括猪

肉及其制品的兽药残留、猪肉过保质期、病猪肉上

市等。兽药残留主要为临床滥用兽药所引发，尤其

是不遵守休药期，随意加大药物用量和延长用药时

间，造成药物在短时间内代谢不完，残留在组织器

官中，当人食用这种兽药残留超标的肉制品后，兽

药就会进入人体而造成影响。过期肉即生猪肉已经

超过了质量保证的期限，容易引发中毒。病猪肉则

是猪得病死后，其尸体重新被屠宰上市的肉，容易

引发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导致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2 主要危害

生猪食品安全带来的危害主要有隐性危害和

显性危害 2种，隐性危害不直接表现，如兽药残留、

重金属积累、细菌毒素的慢性中毒等，而显性危害

通常表现急性中毒，一般在食用后的数小时内即可

管理前沿 87窑 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