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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4月 2日，罗源县鉴江镇码头上，一幅
碧海蓝天的画卷展开。一艘艘满载鲍鱼
苗的渔船来回穿梭，远处的渔排上，养殖
户们正在将鲍鱼苗装进笼中。“清明前后
天气不冷不热，是下苗的好时机。”养殖户
尤昌祥告诉记者，他今年下了 200万粒鲍
鱼苗，比前几年都多。“这要感谢海权改
革，我们拿到了海权证，心里踏实！”

靠海而生，因海而兴。罗源鉴江位于
福州市沿海东北端，海域水质优良，具有
发展水产养殖得天独厚的条件，村民们以
养殖鲍鱼、海参、龙须菜等海产品为主。
此前，养殖用海使用权的归属经常发生争
议，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因

素。近年来，鉴江镇创新提出“以村管海”
模式，实行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三权
分置”，同时，通过“海权改革+渔排改造”
有机结合，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组合
拳”。如今的鉴江湾，航道宽窄有序，渔排
错落有致。2023年，鉴江镇鲍鱼总产值约
14亿元。

“罗源县养殖海权改革是海域资源要
素配置和涉海金融服务模式的成功探
索，完善了养殖用海产权制度和海域资
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了规范用海、强
村富民、渔业兴旺、渔村和谐，提升了沿海
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福州市海洋与渔
业局局长童桂荣说。

海权改革的“鉴江经验”
本报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刘舒婷 刘其燚

海域养殖是沿海渔村的支柱产
业和渔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罗源鉴
江近年来探索养殖用海“三权分置+
五村共管”制度改革，明晰养殖海域
产权关系，进一步盘活了海洋资源，
规范了水产养殖，推动了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鉴江海权改革，改出一片
新蓝海。

首先，改出一片更加有序的新
蓝海。“五村共管”的模式破解了因
养殖海域权属不清而产生的海权纠

纷，打破了发展掣肘，让养殖户安心
养殖。

其次，改出一片更加环保的新蓝
海。同步推进的海上养殖设施升级
改造工作，促进了渔业产业与生态的
协调发展，改善了渔村人居环境。

再次，改出一片更有质效的新蓝
海。数字化、网格化管理为养殖用海
依法有序分配、流转提供基础数据支
撑，打击各类非法占海、用海行为，提
升了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事实最有说服力。记者在采访
中看到，海权改革为鉴江镇这个海边
小镇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连锁反
应”：遥望鉴江湾，接连成片的养殖网
箱显得尤为壮观，养殖户们腰包鼓
了，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小渔村由内
向外焕发新颜。海权改革的鉴江模
式，为全市甚至全省养殖海域规范管
理提供了新经验新路径，也为各地保
护海域生态环境提供了一套可复制、
可操作、可推广的样本。

海权改革，改出一片新蓝海

“我们漂流在海上，遇到生产、安全
等问题时求助难、协调难，缺少‘主心
骨’。”“一出海就是大半年，村党支部过
组织生活常常赶不上，总感觉自己游离
于党组织之外。”前些年的村民代表大会
上，鉴江镇党委组织委员阮以强总能听
到这样的声音。

为了打破党员教育时间、空间限制，
近年来，鉴江镇开创了“海上党建”模式。
目前，鉴江镇已建立集党群活动、金融服
务、气象服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海上党
群服务点，“碧海堡垒”党建品牌建设逐步
提档升级。

从“上岸才能办”到“海上即可办”，
“海上党支部”服务能力的提升获得了渔
民们的连连点赞。党支部实行“专人值
班、专人收件”制度，统一收集渔排群众办
件需求，统一送到镇里审批办理，大大提

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
量；同时，针对海上养
殖户普遍存在缺医少
药的状况，鉴江镇时常
组织医护人员走上渔
排为海上作业人员提
供义诊。

有了“主心骨”，五
个村共治共享，共同解
决问题。李敬元告诉
记者，在海权改革前，
五个沿海村都是各自
管各自村的事情，向心力十分不足，遇到
问题很难拧作一股绳。如今，在中心村党
建引领下，五村共治共享，一起出资24万
为鉴江中小学捐赠8套智慧教室设备。

两年来，鉴江镇各村村集体都有了雄
厚的资金基础，从 2022 年开始，为全镇

491个 70岁以上老人缴纳农村医保 17.6
万元。码头修缮、村道改扩建、环境绿化
等项目快速推进，鉴江镇的生态环境和公
共设施明显改善，渔村也越来越美了。“这
才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村民
尤昌雷颇为感慨。

海域确权后，要怎么收费？收来的租
金要怎么用？“绝不搞亲疏远近，我们先结
合养殖户养殖的数量、规模、价格等，再通
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确定租金。”鉴江镇
鉴江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志刚给出了答案，
坚持村务公开，把确权带来的红利进一步
扩大为村集体收入，全部投入产业发展、
民生事业，反哺村民。

获得养殖用海经营权证，村民戴昌
栋每年虽然要缴纳近千元租金，但他打
心眼里愿意。“现在我们都知道要依法用
海，有偿用海，‘海霸’没有了，养殖区秩
序好了，我们可以安心搞养殖了。”戴昌
栋逢人便说。

除了安全感，养殖户们还收获了满
足感。井水村养殖户周振杰今年养殖鲍

鱼 120 框。“比以前养得多了，但是压力
不大。”周振杰告诉记者，自己的水域滩
涂养殖证还可以作为信贷凭证使用。“我
申请了‘福海·渔排托管贷’，不需要房产
抵押或者担保人，利率比之前还低，我扩
大养殖更有底气了。”周振杰向信用社贷
款了 30 万元，仅利息每个月就能节省
800多元。

海域确权让海域使用的权属问题得
到了根本性解决，也成为了渔排改造工作
的推进器。“传统老旧的渔排是用木头和
白色泡沫浮球制成的，在使用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海洋垃圾，安全性也得不到保
障。”鉴江镇海洋与渔业站李名坚说。
2020年5月以来，鉴江镇开展了大规模的
渔排升级改造工作，对违规的渔排进行清
退整治，同时把缴纳海域租金和发放养殖
凭证作为升级改造前置条件，将“海权改
革+渔排改造”有机结合。截至今年初，
鉴江镇12.5万口渔排改造已经全部完成。

俯瞰鉴江湾海域，一片用新型环保
材料建成的渔排整齐地排列在海面上。
过去杂乱无序、容易产生海漂垃圾的密
集渔排养殖区，变成了由黄色正方形集
中连片而成的规整养殖网箱。“我家 160
多口老旧渔排全部换新了，现在塑胶渔
排更结实，还不会污染环境。”养殖户唐
洪告诉记者。

与唐洪不同，养殖户周洪磊则出资
建造了 34 口重力式深水网箱。“预计到
今年底，我们以大黄鱼为主的商品鱼类
产量可达 550 吨左右，产值大概为 4400
万元，升级改造后效益高了两倍多。”周
洪磊说，改造后的渔排抗台风能力增强
了，能够降低风险、减少经济损失，养殖
起来也放心多了。

从失管走向有序，从脏乱变为洁净，
从散乱走向集约……这几年鉴江镇还积
极探索网格化管理模式。在海域摸排的
基础上，将海域划分为四大海区，采用“网
格化+二维码”打造海上数字化、网格化
管理的新模式，通过网格化管理，依法打
击各类非法占海、用海行为，对占用航道
的养殖户要求自行退养，对于不配合的养
殖户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并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

海权改革后，海上养殖区的养殖容
量和密度得到了科学有效的控制，生态
环境与养殖生产的关系实现良性发展。
通过征收海域租金，各村集体收入年均
增长 60.1%。

“海域使用权的明确界定，使得渔民
们的生产活动更加有序和规范，同时，海
洋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的有效推进，使海
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得到了
有力保障。”鉴江镇党委书记姚仕旺说。

“引领养殖户走出养殖用海困境，走好
乡村振兴之路，海权改革迫在眉睫。”罗源县
鉴江镇人大主席李敬元告诉记者，为了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罗源县政府决定从政府公共
利益、村集体职能和渔民需求等多方面入
手，全方位立体化深入实施养殖海域的海权
改革。2019 年起，鉴江镇多次组织人大代
表、村干部就该问题开展座谈会。

“我们将管理权交给公司代理行使怎
么样？”2020 年 3 月 18 日，在鉴江镇鉴江村
村民代表大会上，村民吴良建提出了这样
的想法。

“我不同意！谁知道公司会把我们的海
怎么处理？”村民黄惠霖立即反驳。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自己的海，我们自
己来管！”时任鉴江村村委会主任林建标说。

坚持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鉴江镇
先后召开了20多次会议，反复征求沿海5个
村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推动政府、村集体
和养殖户之间的协调合作，最终决定实行

“以村管海”模式，树立所有权、经营权、承包
权“三权分置”的原则。

“所谓‘村管海’，就是不由国有公司代
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而是以村委会或村
委会经济组织为海域使用确权人，由沿海 5
个村作为海域使用权主体，申请海域《不动
产权证》和《水域滩涂养殖证》，取得海域使
用权。”李敬元告诉记者，经村民代表大会研
究通过，由 5个沿海村共同出资成立罗源县
泊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各村人口数为基
准，按人口比例对海域进行划分，海域使用
权益归各村集体所有。该公司主要负责为
养殖户养殖用海申请、海域养殖日常管理、

收取海域使
用金并根据
投资比例分配
海域租金，作
为各村村集体收入，鉴江镇由此成为了罗源
县首个完成养殖海域确权的地区。

“鉴江镇海权改革坚持党委和政府领
导，发挥村委会主体作用，结合实际情况，建
立‘五村共管’机制，是基层治理的创新探
索，这种模式值得总结和借鉴。”福建农林大
学福建农村发展智库主任杨国永说。

“有了养殖海域确权再加上由我们五个
村自己来管，各村海域可互通使用，不存在
海界，更不存在占海行为，村与村之间的关
系也缓和了。”井水村党支部书记戴学强说。

同时，养殖户也吃下了“定心丸”。“向村
委会申请了养殖海域确权证，现在不怕自己
是外地人了，可以安心搞养殖。”罗源县碧里
乡养殖户吴凌锋告诉记者，当年他从碧里乡
转场到鉴江镇养殖后，因为海域没有确权使
用，几次被迫搬迁，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与时
间，现在手里有了海权证，心里踏实了。

“海权改革是一项多方共赢的改革，养
殖户心里踏实了、村集体收入增加了，因权
属不清带来的矛盾也将减少。”罗源县海洋
与渔业局局长陈敏国介绍，目前，罗源县养
殖户 1623 户，全县海域租赁已收益 827 万
多元，共发放养殖凭证 1254 本，发证率达
到 99.57%。

碧蓝色的海面，成片的渔排和网箱随
着海浪上下浮动，这 275.3公顷养殖面积
是鉴江镇鉴江村、井水村、圣塘村、海上村
和陆上村等沿海5个村的村民赖以生存的

“海上耕地”。
“前些年，这里因为养殖区域的归属

常常闹矛盾。”井水村党支部书记戴学强
告诉记者，十几年前，井水村养殖户少，
但井水村海域水流相对平缓，养殖条件
好，许多其他村的村民来到该海域养
殖。“后来井水村村民搞养殖的越来越
多，因为不少海域被人占去，时常与其他
村发生冲突。”

“那时候，谁先占就是谁的，大家都在
抢地盘。”海上村村民江成芳介绍，2016年
前后，村民们还只有“祖宗海”和“门前海”
的概念。

2016年，随着罗源湾及宁德三都澳一
带海产养殖退出，大量养殖户将养殖网箱
迁移至鉴江湾海域。据调查，2010年鉴江

海域海上养殖规模仅为 357户，自鉴江海
域承接退养渔排以来，到 2020年 4月，鉴
江海域养殖户达1393户，其中外地养殖户
占一半多。养殖网箱更是从15810框增加
到 131400框，十年增长将近 10倍，鉴江湾
由此成为周边区域养殖密度最大的海域。

养殖户不断增多，海域使用的争夺也
愈演愈烈。在利益驱使下，海域上插满了
竹竿和浮漂，渔民们以此宣示自己的“主
权”。此外，浅海滩涂使用权的矛盾也逐
渐浮出水面，原本无人问津的海岸滩涂也
成为了寸土不让的争夺焦点。一方面，大
量的外来人员，使得鉴江的养殖户结构复
杂化，时常发生非法占用海域事件，为社
会治理带来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因为
海域内养殖区无序扩张，养殖密度过大，
导致航道阻塞，高密度的海域养殖使得水
质变差、溶氧率降低，鲍鱼存活率低，养殖
风险剧增，严重影响鉴江湾沿岸建设和村
民增收。

海上数字化催生新动能

在鉴江镇海上党群服务点，党员干部现场调解海
上纠纷。 刘其燚摄

现代治理现代治理

解锁村民“幸福密码”海上党建海上党建

养殖用海遭遇“争地盘”发展困境发展困境

创新破题创新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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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自动
气象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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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有
了水域滩涂
养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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