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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尤其是特大干旱、低温寒潮、严重洪涝等自然灾害
多发频发重发。
面对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
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要求，立足全年抗灾夺丰收，攻坚克难，扎实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好成绩。
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增产、连续4年超过1万亿斤；农民收入增幅达10．9％，连续7年超
过60，／o，增量766元，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动物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全年末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
情；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较高水平，全年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同时，农村其他各业协调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为满足国内需求、管理好通胀预
期提供了重要支撑，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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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方和渔民群众发展标准化养殖积极性高涨，共投入水产养殖池塘改造资金83亿元，改造池塘260千
公顷，新创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677个，使全国部级健康养殖示范场数量达到1771家。
渔业科技入户工作继续深入开展，全国遴选5698个渔业科技示范户，示范水面18千公顷（包括近6667
公顷稻田），辐射带动12.5万个养殖户，辐射面积J13.3千公顷。
2010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7645千公顷，比上年增长4.7%，养殖水产品产量3829万吨，比上年增长5.4%
，养殖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达到约71%，为保障和丰富水产品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捕捞业保持稳定发展2010年海洋捕捞产量1203.6万吨，淡水捕捞产量228.9万吨，比上年分
别增长2.1%和4.8%。
远洋渔业总产量111.6万吨，比上年增长14.2%，新渔场开发和公海渔业资源利用能力进一步增强，南
极磷虾探捕项目成功实施。
　　（三）水产品国内市场运行平稳、国际贸易持续活跃2010年水产品产地药残抽检合格率达到97.9%
。
完善产销衔接，建立和完善应急预案，有力保障了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水产品消费
安全。
国内水产品市场运行较为平稳，据定点监测.2010年水产品批发市场综合平均价格16.46元／千克，比上
年上涨7.9%。
其中海水产品综合平均价格29.47元／千克，上涨10.7%；淡水产品综合平均价格11.7元／千克，上
涨4.3%。
水产品进出口贸易继续保持活跃，总量达到716万吨，进出口总额203.64亿美元，其中出口量333.88万
吨、出口额138.28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72.92亿美元。
水产品继续位居大宗农产品出口首位，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8%。
　　（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取得显著进展全年投入增殖放流资金7.1亿元，比上年增长约20%，全国
各地开展增殖放流活动1700多次，放流苗种达到289.4亿尾，增长18%。
增殖放流活动由区域性、小规模发展成全国性、大规模的资源养护行动，形成政府主导、各界支持、
群众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据测算，2010年增殖放流的水生生物苗种可分别增加捕捞产量22万吨和捕捞产值30亿元以上，其中，
河北、辽宁、山东省中国对虾资源增殖效果非常明显。
新设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60个，使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数达到220个，保护重要渔业
资源品种上百种及重要渔业水域10多万平方公里。
海洋伏季休渔和长江禁渔期制度平稳有序执行，涉及16万艘渔船，100多万渔民，为控制并减少捕捞强
度、保护并恢复渔业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积极推进海洋牧场和人工鱼礁建设。
2010年农业部直接参与审查涉渔工程环境影响评价项目达57项，审定生态补偿项目资金约7亿元。
　　（五）渔业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入推进渔政渔港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央安排渔政渔港
类资金6亿元，比上年增长约50%，续建和新建一批重点渔港和渔政船艇，加强渔船安全通讯装备建设
，提高渔业抗风险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开展“平安渔业示范县”、“文明渔港”创建和十万船东船长培训，进一步夯实了渔业安全生产的基
础。
积极救助遇险渔船和渔民，全年共组织渔业力量参与渔业海难救助1048起，救助渔船1615艘，救助渔
民6161人，挽回经济损失45亿多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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