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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 4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

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

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

“蓝色粮仓”。

党 中 央 高 度 重 视 深 远 海 养 殖 发 展 。 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

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2023 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发

展 深 水 网 箱 、养 殖 工 船 等 深 远 海 养 殖 。 近

日，农业农村部等 8 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深 远 海 养 殖 发 展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围绕深远海养殖发展的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以及全产业链全环节加快推进深

远海养殖发展的重点任务，农业农村部渔业

渔政局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
食物供给体系

问：端好端牢中国饭碗，发展深远海养殖

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答：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发展深远

海养殖恰逢其时。《意见》出台，对于加快国家

“蓝色粮仓”建设、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有利于增加优质水产品供给。水产品是

重要农产品，能够增加食物总量，缓解主粮和

畜禽产品供给压力。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我国居民对海水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陆域与近海养殖空间趋紧的情况下，水产

养殖发展的潜力主要在深远海。

有利于加快海水养殖现代化升级。与传

统养殖方式相比，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更为先

进、养殖技术更为领先、产业链更为完备。比

如，重力式网箱生产集约高效，桁架类网箱自

动智能，养殖工船自主游弋选择适宜海域。深

远海养殖还能有效带动水产育种、预制菜加工

等相关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有利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深远海养殖

布设海域水质更优、流速更快、海域生态容量

更大，鱼类在天然的环境里生长，品质更优。

扛牢养海护海责任，目前，深远海养殖的废弃

物都能得到妥善有效处置。

深远海养殖装备条件
不断改善，现代化水平不断
提升

问：国家“蓝色粮仓”建设成就为进一步

推进深远海养殖创造了怎样的有利条件？

答：深远海养殖是新兴产业，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开始引进

并推广应用重力式网箱，目前已成为深远海

养殖最主要最成熟的养殖模式。“十三五”以

来，沿海地区陆续涌现出一批先进适用的桁

架 类 网 箱 和 养 殖 工 船 ，深 远 海 养 殖 加 速 推

进。我国深远海养殖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

进一步推进深远海养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方面，养殖规模和品种不断扩大，装备

水平不断提高。

养殖规模上，全国已建成重力式网箱 2 万

余口、桁架类网箱 40个、养殖工船 4艘。2022年

全 国 深 远 海 养 殖 水 体 4398 万 立 方 米 ，产 量

39.3 万吨，比“十三五”初期分别增加 3.3 倍和

2.4 倍，占海水鱼类养殖产量的两成以上。养

殖品种上，沿海各地培育出大黄鱼“甬岱 1号”、

“富发 1 号”和金鲳“晨海 1 号”等适合深远海

养殖的新品种，大西洋鲑、许氏平鲉、军曹鱼

等新品种选育加快推进。装备水平上，重力

式网箱已能到 20 米水深的海域养殖。目前，

广东“德海 1 号”桁架类网箱已经过 17 级台风

的检验，网箱结构安全性能不断提高；山东

“国信 1 号”养殖工船可游弋养殖，探索“船载

舱养”养殖技术。

另一方面，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政策支持

体系不断完善。

“十三五”以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通过

渔业发展补助政策，对深远海养殖设施装备

建造给予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海洋牧场

建设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推广应用项目、科技部的“蓝色粮仓

科技创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都对深远海养

殖发展予以大力支持。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也在财政、金融、产权、用海等方面出台系

列支持政策，鼓励建造深远海养殖装备、完善

产业链配套。

全产业链全环节推动
深远海养殖高质量发展

问：新征程上发展深远海养殖的总体思

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

答：《意见》提出，按照“市场主导、科学布

局、科技引领、绿色生态、安全发展”的总体思

路，全产业链全环节推动深远海养殖高质量

发展，推动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

加快国家“蓝色粮仓”建设，发展深远海

养殖，必须坚持市场主导，坚持科学布局，坚

持科技引领，坚持绿色生态，坚持安全发展。

《意见》围绕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总体要求、

空间布局、全产业链发展、生态环保、科技创

新、检验登记、安全生产、监管协作、政策支持

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规 划 先 行 ，优 化 空 间 布 局 ；效 益 为 先 ，

推动全产业链发展。《意见》明确，深远海养

殖 发 展 要 符 合 生 产 力 发 展 水 平 ，不 强 调 一

味走深走远。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养殖水

域 滩 涂 规 划 要 求 ，依 法 办 理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和水域滩涂养殖证。对融合开展旅游等活

动 的 ，要 取 得 相 关 主 管 部 门 的 从 业 许 可 并

接 受 监 管 。 延 伸 产 业 链 ，完 善 加 工 流 通 体

系，加强品牌建设，实现优质优价。建立联

农 带 农 益 农 机 制 ，健 全 深 远 海 养 殖 社 会 化

服务体系。

生态为基，规范生产行为；科技引领，推

进创新发展。《意见》提出，推行生态健康养

殖，科学确定养殖模式、品种和密度，推广绿

色生态防病技术，规范使用投入品，健全质量

安全管控制度。深远海养殖要依法开展环

评，配备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并按规定使用。

加大对抗风浪养殖装备、智能管控设备、安全

环保设备的研发。做精做好水产种业，选育

一批适宜深远海养殖的新品种。

安全为要，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分类推

进，推广典型模式。《意见》提出，明确检验登

记要求，规定养殖工船要经船检机构检验合

格，按照养殖渔船进行登记，重力式网箱和桁

架类网箱建造要符合规范标准，由地方人民

政府指定部门进行登记。压实生产经营主体

责任，配齐必要的安全设施设备和人员，建立

安全管理制度，妥善开展应急处置。从经济

性和技术配套成熟度等方面考虑，我国深远

海养殖以重力式网箱为主、适度发展桁架类

网箱、有序发展养殖工船。

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落实落地是

关键。要因地制宜制定深远海养殖发展规划

和工作方案，抓好项目引进、培育，产业配套

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地方政府在育种、疫

病防控、饲料兽药研制、装备建造、产业链培

育等方面增加投入，对深远海养殖商业贷款

给予贴息，完善深远海养殖保险。指导地方

落实海域使用整体论证有关规定，缩短审批

流程，依法减免海域使用金。支持符合条件

的地区创建深远海养殖类型的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以示范区为载体

促进产业集聚、产业链构建、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建设国家“蓝色粮仓”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高云才

本报北京 8月 8日电 （记

者韩鑫）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7月

快递业运行情况。经测算，今

年 7 月 我 国 快 递 发 展 指 数 为

352.3，同比提升 27.9%。其中，

快递发展规模指数为 388.2，同

比提升8.8%。从分项指标看，7月

行业保持良好态势，预计快递

业务量同比增长 8%左右，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 6%左右，业务量

连续 5 个月超百亿件，总体运

行较为平稳。

“7 月 快 递 业 运 行 整 体 趋

稳，得益于快递供给水平的显

著提升。”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

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说，7 月，快递发展能力指数为

203.8，同比提升 0.9 个百分点。

一方面，干线运输能力持续

增强。铁路运输方面，快递企业

加快推进与高铁双网融合，开通

“成都—昆明”高铁快运专列，中

远 程 多 方 式 运 输 能 力 有 所 提

升。航空运输方面，行业自有航

空公司开通“鄂州—法兰克福”

“广州—金奈”等国际航线，鄂州

花湖机场货运航线转场工作正

式启动。

另一方面，海外服务能力

有 所 提 升 。 快 递 企 业 与 境 外

企 业 深 化 合 作 ，完 善 境 外“ 自

营 仓 + 落 地 配 ”服 务 模 式 ，提

升 一 体 化 供 应 链 物 流 服 务 能

力 ，在 欧 洲 多 国 推 动 开 展 本

地 包 裹 最 快 当 日 达 的 高 效 寄

递 服 务 。 启 用 印 度 尼 西 亚 雅

加 达 智 慧 物 流 枢 纽 ，海 外 处

理时效有所提升，对东南亚等地区的辐射能力进一步

增强。

从服务质量来看，7 月，快递服务质量指数为 560.5，

同比提升 66.5%。从分项指标看，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

预计为 82.9 分，同比提升 1.3 分。重点地区 72 小时准时

率预计为 84.3%，同比提升 6.7 个百分点。

“7 月是快递运行淡季，行业继续保持恢复向好态

势。从全年看，随着经济恢复向好，支撑快递发展的有利

条件较多，行业有望运行在合理区间。”刘江说，随着快递

“进村进厂出海”工程加快实施，农产品上行速度、服务产

业链深度和国际网络覆盖广度持续提升，下半年快递规

模体量将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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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8 日电 （记者林丽鹂）记者 8 日从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发展氢

能产业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标准对氢能产业发展的规

范和引领作用，近日，国家标准委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国家能源局等

部门联合印发《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 版）》

（以下简称《指南》）。这是国家层面首个氢能全产业链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

氢能是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

源，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据介绍，《指南》系统构建了氢

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涵盖基础与安全、氢

制备、氢储存和输运、氢加注、氢能应用 5 个子体系，按照

技术、设备、系统、安全、检测等进一步分解，形成了 20 个

二级子体系、69 个三级子体系。

《指南》提出了标准制修订工作的重点，还明确了近

三年国内国际氢能标准化工作重点任务，部署了核心标

准研制行动和国际标准化提升行动等“两大行动”，提出

了组织实施的有关措施。

六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层面首个

氢能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深江（深圳至江门）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

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 250 公里。

图为深江铁路 7 标建设现场。

史家民摄（人民视觉）

本版责编：沈 寅 白之羽 林子夜

棉花结铃期，正是棉农们忙活的时候，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

棉田里，却几乎看不到人。

只 见 植 保 无 人 机 来 回 穿 梭 ，进 行 机 采

棉 植 保 作 业 。“我 们 用 的 是 北 斗 导 航 自 主 作

业 ，精 准 便 捷 ，效 率 还 高 ，一 架 无 人 机 每 天

可 以 完 成 500 亩 地 的 作 业 量 。”玛 纳 斯 县 乐

土驿镇上庄子村种植大户宋国林种了 2500 多

亩 棉 花 ，却 只 需 要 隔 几 天 去 地 里 看 看 长

势。村里的农机专业合作社，25 台大马力拖

拉 机 全 部 配 备 了 卫 星 导 航 无 人 驾 驶 系 统 以

及 新 式 精 量 播 种 机 、智 能 打 药 机 等 新 型 设

备 。“ 从 种 到 收 都 是 机 械 化 ，我 不 用 操 太 多

心。”宋国林说。

邻村村民张亮把土地流转出去之后，来到

上庄子村当泵房管理员。正赶上浇水，他打开

手机上的“慧凤收”APP，3 秒内启动了电动阀

门，水肥迅速顺着滴灌带流入棉花根部。根据

需水量，阀门开度也能智能调节。

宋国林是种地的老把式了，以前最愁浇

水。“最早的时候是扛着铁锹，挖沟把水引到

地 里 。 后 来 有 了 滴 灌 ，但 阀 门 需 要 人 工 操

作 ，还 得 把 固 体 肥 料 扛 到 地 头 、倒 进 水 肥 罐

搅 拌 配 好 ，需 要 的 人 力 多 ，忙 的 时 候 自 己 也

得上手干。”宋国林说，现在用上了液体肥，

厂家直接将其灌进水肥罐，地里也全装上了

自 动 阀 门 ，一 个 泵 房 管 理 员 能 管 理 1000—

3000 亩地。

“通过精准的水肥管理，棉花从种到收的

用水量压缩到了每亩 360 立方米。”玛纳斯县

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专班技术指导组副组长

朱 俊 岭 介 绍 ，以 前 手 动 拧 阀 门 ，开 度 不 好 控

制，容易导致水资源浪费；现在手机上能显示

瞬时流量，只要超过正常范围就会自动提示

跑水。

在玛纳斯县，每个乡镇都有一套设备，分

别监测墒情、虫情、作物长势，这些数据都会被

传输到位于包家店镇柴场村的数字农业大数

据平台上，县农技推广中心和液体肥料厂家的

近百个农业技术人员会根据监测数据，及时对

种植户的田间管理进行指导。

“ 你 看 这 个 虫 情 监 测 仪 ，虫 子 掉 进 来 之

后 会 被 高 温 烘 干 ，掉 入 下 面 的 盒 子 里 ，被 高

清摄像头抓拍。我们会根据照片进行分析，

如果某一种虫子的数量连续增加，我们就要

有针对性地打药灭虫了。”朱俊岭介绍，通过

监 测 系 统 ，农 作 物 种 植 过 程 更 加 信 息 化 、精

准化和智能化。

为进一步培养更多适应数字农业发展的

新农人，玛纳斯县还建设了数字农业实训基

地，进行水肥科学管理知识和远程控制水肥施

用技能培训。今年以来，已经大规模开展数字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培训 8 次，让 1.8 万名农

民成为数字农业实用技术“科技明白人”，379人

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

目前，玛纳斯县已有 30 万亩耕地运用了

数字农业技术，计划在 3 年内将全县 100 万亩

耕地全部建成数字农田示范基地。面对数字

农业装备需求量的上涨，玛纳斯县今年开工建

设全疆首家数字农业装备产业园，11 座厂房

将于 8 月底完工。

引进智能设备，开展技能培训，新疆玛纳斯县——

农业数字化 种地更高效
本报记者 李亚楠

■经济聚焦R

近年来，山东省荣

成市大力发展风电、光

伏等绿色能源，在沿海

富风带建设多处大型风

电场，积极推进沿海绿

色能源产业发展，同时

助力当地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

图 为 8 月 7 日 ，荣

成 市 港 西 镇 海 边 风 电

场旁的房车营地。

李信君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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