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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

市级骨干基地认定标准

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条 骨干基地应同时实施生态健康养殖模式示范

推广、 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推广、水产养殖用药减量、配合

饲料替代幼杂鱼（根据养殖品种酌定） 和水产种业质量提

升等五个方面内容。

第二条 骨干基地由县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培育、市级

水产技术推广部门指导把关，市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遴选认

定。

第二章 标准条件

第三条 骨干基地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经营合法。骨干基地应坐落于《长治市养殖水

域滩涂规划（2018-2030 年）》 划定的养殖区、限养区内，

位置合法；经营者应持有效的《水域滩涂养殖证》，并持有《不

动产权证书》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可证明其水域

滩涂承包经营权、使用权的其他权证和承包合同。苗种繁育企

业要遵守《水产苗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二）主体明确。骨干基地应为事业单位、集体经济

组织、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或个体工商户等

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或依法登记的经营主体。骨干基地边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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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无土地、水面使用权纠纷。

（三） 质量安全。骨干基地周边无工业污染源， 近五年

（含申报年度）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环境破坏事

件；近五年（含申报年度）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未

被抽检年份视为合格），无使用禁用、假、劣兽药及禁用投入

品等违法行为。

第四条 骨干基地应达到以下标准水平：

（一）因地制宜推广陆基设施化循环水养殖（包括池塘工

程化循环水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流水槽+”养殖、集装

箱式养殖及其他新型陆基设施化养殖）、稻渔综合种养、大水面

生态增养殖、多营养层级综合养殖等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或创

新集成和推广符合本地实际的生态健康养殖新模式。

（二）结合本地实际推广陆基设施化循环水、池塘底排污、

集中连片池塘、人工湿地、鱼菜（稻）共生、环保型网箱养殖

等水产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模式，或创新集成和推广符合本地实

际的养殖尾水治理新模式。实现养殖尾水资源化综合利用或达

标排放。

（三）遵守《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兽用处方药

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等法律或规定， 建立健全水产养殖生产

记录和用药记录，严格执行休药期制度，做到科学规范合理用

药。开展疫病监测， 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疫苗免疫和生态防控等

技术措施。选择使用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且经检疫合格

的水产苗种。实现水产养殖用兽药使用量逐年稳步下降， 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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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兽药残留抽检合格率为100%。

（四）对需要投喂幼杂鱼的养殖品种开展配合饲料养殖试

验示范推广，稳步提高配合饲料替代率。2024 年，养殖大口黑

鲈、鳜等配合饲料替代率不低于80%；乌鳢、鲶鱼等配合饲料替

代率不低于 60%；中华绒螯蟹的配合饲 料替代率不低于 70%。

到“十四五”末，养殖品种的配合饲料替代率实现 100%。

（五）开展水产优良品种、新品种（新品系、地方特色种）

试验示范推广及良种良法技术集成，形成一批技术规范， 水产

养殖遗传改良率逐步提高，“十四五”末达到 60%。积极开展或

参与联合育种， 构建产学研推紧密结合的商业化育种机制。致

力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原良种生产体系建设、苗种标准化扩

繁等工作。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五条 市级每年8月组织骨干基地认定工作。具备条件

的经营主体提出书面申请，各县区组织申报，以正式文件于5

月 1日前将“五大行动”实施工作计划和“水产绿色健康养殖

技术推广‘五大行动’市级骨干基地备案表”，市级水产技术推

广部门审核把关。

第六条 申报材料由省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统一规定。包

括第二章规定的有关证明材料、相关影像材料及三项记录等材

料， 市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完整填报“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

推广‘五大行动’骨干基地管理系统”所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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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动态管理

第七条 市级水产技术推广部门负责对骨干基地进行跟踪

考查和监督管理。

第八条 骨干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机制。每年年初公布年度

骨干基地， 7 月 5 日前、 12 月 5 日前骨干基地要反馈“五

大行动”半年和全年实施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