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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强化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通知

渝农发〔2017〕230号

各区县（自治县）农委，万盛经开区农林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

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增殖放流的质量和效果，根据《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农业部令第 20号）和《农业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规范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通知》（农办渔〔2017〕
49号）要求，现就进一步强化我市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进增殖放流活动科学化

（一）科学确定增殖放流地点。增殖放流地点应选择无污染

或污染程度较轻、水质达到渔业水质标准、饵料比较丰富、水流

比较平缓的水域。每年增殖放流活动地点应相对固定，多点分撒

放流，并可结合实际，建造放鱼船等流动放流平台。

（二）科学确定增殖放流物种。用于增殖放流的亲体、苗种

等水生生物应当是该水域自然分布的种类原种或其子一代；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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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增殖放流的种类必须是适应该水域环境条件的长江水系自然

分布的种类。禁止放流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

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要严格按照《农业部关于做好“十三五”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16〕11号）

中不同水域增殖放流适宜性评价表，结合本地天然水域鱼类种群

分布情况，确定放流物种。确需放流其他苗种的，应当通过省级

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论证。

（三）科学确定增殖放流数量。应根据增殖放流时间、地点、

品种、规格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等情况，确定增殖放流的数量，

以提高增殖放流的成效。

（四）科学开展增殖放流评估。可根据现有工作基础、技术

条件和增殖放流品种特点等，委托有关技术部门和科研机构对增

殖放流效果进行客观评价。组织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的基础调查和

动态监测，科学评估并及时防控增殖放流的生态风险。

二、推进增殖放流活动规范化

（一）规范增殖放流苗种来源。用于增殖放流的人工繁殖苗

种，须来自有资质的生产单位。市水产原良种场审定委员会应对

市级水产原良种场生产（供种）能力进行评估。可采用招标或者

议标等方式采购用于放流的水生生物或者确定放流苗种生产单

位。提供经济物种的，应当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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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物种的，应当持有《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

要对区域内供苗单位进行全面登记和清理整顿，依托全国水生生

物资源养护信息采集系统完善供苗单位信息库，建立供苗单位

“黑名单”制度，列入“黑名单”的供苗单位在招标时要予以排

除。

（二）规范增殖放流苗种检疫。用于增殖放流的水生生物应

当依法经检验检疫合格，确保健康无病害、无禁用药物残留。严

禁从有严重疫情的水体选取放流苗种。组织项目招标时，应将增

殖放流苗种质量检验检疫要求列入招标文件中。重庆市水生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中央和市级资金增殖放流水生生物的检

验和检疫工作，区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其他资金增殖放流水

生生物的检验和检疫工作。

（三）规范增殖放流方式方法。要树立保护和关爱水生生物

的理念，采用文明方式进行放流活动。按照《重庆市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技术规范》（DB 50/T 458—2012），采取适当的方式，

防止或者减轻对放流水生生物的损害。放流要贴近水面放流，有

条件的可采用滑道等设施，减缓苗种受水体冲击，减少机械性损

伤，杜绝抛洒或“高空”倾倒的放流方式，确保放流效果。要简

化增殖放流活动程序和现场布置，及时做好放流活动时塑料袋、

泡沫箱等废弃物的收集清理工作，维护好增殖放流水域和周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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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三、推进增殖放流活动有序化

（一）加强对增殖放流专项资金的监管。各地渔业主管部门

应公开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严格依照程序，自觉接受监督。

放流的水生生物种类、数量、规格等要向社会公示，并邀请社会

各方面广泛参与；增殖放流应在公共水域实施，放流苗种不得投

入已经承包经营的水库、江河等，更不得投向人工养殖鱼塘；严

格增殖放流专项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切实防范廉政风险。

（二）加强对社会单位和个人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的监管。单

位和个人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的，应当提前

15日向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增殖

放流的种类、数量、规格、时间和地点等事项，接受监督检查。

对放流的区域、时间、品种、数量、规格等，应向社会公开、公

示，接受社会监督。

（三）加强对放流苗种和成效的跟踪监管。为加强已放流苗

种的保护，杜绝“随放随捕”，在必要时，可对放流相关区域划

定特殊保护区，明确临时禁渔区和禁渔期，实行渔政跟踪执法和

鱼情跟踪监测，对放流苗种实施持续保护。

四、推进增殖放流活动社会化

（一）提高放流主体的广泛性。积极鼓励单位、个人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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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通过认购放流苗种、捐助资金、参加志愿者活动等多种方

式参与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同时要认真贯彻落实《农业部办

公厅国家宗教事务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宗教界水生生物放

生（增殖放流）活动的通知》（农办渔〔2016〕33号）精神，

规范放流行为。

（二）扩大增殖放流的影响力。要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开展

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与增殖放流的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公民养护水

生生物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通过在电视上播放公益广告、

在报纸上开设宣传专栏、在微信微博上设立公众号等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普及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知识。选择在有条件的学校开展

增殖放流科普宣传，让广大青少年自觉养成对水生生物资源的保

护意识。

（三）激发渔民队伍的自觉性。引导组建渔民义务护渔队伍，

发挥广大渔民在推进渔业水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人翁作用。

五、推进增殖放流活动常态化

（一）稳定增殖放流活动时间。市里将按农业部统一安排，

每年集中组织开展一次全市性增殖放流活动。各地要因地制宜地

制定和完善本地区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规划，于每年的 3 月

15 日前向我委报送年度活动安排。

（二）保障增殖放流活动资金。为确保全市集中增殖放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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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需要，各地要积极争取同级财政支持，统筹各级专项资金和涉

渔工程补偿资金，保障活动有效开展。

（三）认真做好档案整理和统计总结工作。要及时收集、整

理、上报辖区内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建立健全

档案管理制度。及时做好“全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信息采集系统”

所需数据的报送工作。各区县应于每年 11月 10日前，报送年

度增殖放流工作总结（包括经费来源及使用情况、放流图片、公

开公示文书、招投标文件、媒体报道材料等相关资料）、来年工

作计划及实施方案。总结及相关资料均同时以纸质文档（加盖公

章）和电子文档两种形式报送市农委渔业发展处。

联系人：许成帅；联系电话：89133820；传真：89133094；
邮箱：cqyuye2008@163.com。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2017年 9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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