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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沿海滩涂农业综合开发

的基本经验和规划设想

徐向红

(江苏省沿海滩涂开发局 )

摘 要 本文 回顾了江苏省沿海滩涂农

业开发的历程
,

总结了近年来滩涂农业综

合开发取得较大成就的五条基本经验
,

并

提出 2 0 0 0 年的开发目标
,

以及为实现目

标重点建设十大商品生产和出口 创汇基

地的规划设想
。

关键词 沿海滩涂 综合开发

江苏沿海滩涂北起绣针河 口
,

南至长江

北 口
,

总面积 65 万公 顷
,

分属连 云港
、

盐城
、

南通三市的 12 个县 (市 )和两个市辖区
。

建国

以来
,

江苏沿海滩涂农业开发经历了三个阶

段
,

建国初期到 50 年代后期
,

为大面积垦荒

阶段
,

通过军垦和 民垦
,

兴办 了一批县乡场

圃
,

兴建了 16 个大中型国营和劳改农场
; 50

午 浅爪二 午荃 7D 年代末
,

为大面积围垦阶

段
,

新围滩涂 9 万多公顷
.

发展 了粮棉
、

林业

等生产
;
80 年代以来

,

为综合开发 阶段
,

在重

点发展粮棉油的同时
,

实行农
、

林
、

牧
、

副
、

渔

综合开发
。

目前
,

潮上带已围 18
.

7 万公顷
,

开发 了

巧 万公顷
,

建成了耕地 1
.

7 万公顷
,

林地 0
.

5

万公顷
,

人工草地 0
.

2 万公顷
,

对虾养殖水面

1
.

2 万公顷
,

淡水鱼养殖水面 0
.

3 万公顷
,

芦

苇生长面积 1
.

3 万公顷
。

据不完全统计
,

1 9 91

年生 产粮食 20 万 吨
,

皮棉 6 9 00 吨
,

油料

11 0 0 0 吨
,

分别 比上年增长 15 写
、

8 %
、

19 %

左右
,

对虾 1 2 7 0 0 吨
,

比上年增长 4 5写
,

成

鳗 1 2 0 0 吨
,

淡水鱼 1 1 0 0 0 吨
,

紫菜 6 0 0 吨
,

文蛤 13 0 00 多吨
,

蚕茧 7 D0 多吨
,

均 比
_

L年

有所增长
,

芦苇 6 万吨
,

与上年持平
,

共创产

值 20 亿元
,

税利 2 亿多元
,

创汇 5 50 0 万美

2 6

元
,

创造了
“

大灾之年大丰收
”

的奇迹
。

1 基本经验

1
.

1 建立健全管理机构
,

加强开发管理工作

随着滩涂开发的深入
,

工作任务 日趋繁

重复杂 J 1 9 8 3 年沿海各市县成立了沿海滩涂

开发利用办事处
,

作为政府管理滩涂开发的

职能部门
,

19 8 9 年大丰县以滩涂办事处为基

础成立了沿海经济开发总公司
,

负责全县滩

涂开发利用的统一规划
、

管理和协调工作
,

把

过去隶属于 38 个部门和乡镇多头管理的 80

多个生产单位
,

通过拍卖
、

转包等形式合并成

几个头管理的 14 个单位
,

总体生产经营水平

明显提高
。

19 8 9 年在全省对虾减产的情况

下
,

大丰县实现了对虾总产
、

单产
、

规格
、

产值

和出 口五项超历史
。

响水县
、

东台市还探讨摸

索 依法进行资源管理的经验
。

成立了滩涂派

出所
,

对资源开发实行登记发证
,

制止了过去

那种酷渔滥捕现象
,

使贝类资源的蕴藏量和

采捕量有了较大幅度的 回升
,

19 91 年测定
,

四角蛤
、

文蛤较前几年增加 了 20 %
,

有效地

加强了贝类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

1 9 91 年 6 月

盐城及各县 (市 )
、

南通及如东
、

海安等县相继

成立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管理 局
,

有力地加强

了滩涂开发管理工作
。

1 9 9 1 年 3 月
,

省人大

颁发 了《江苏省海岸带管理条例》
,

19 91 年 8

月
,

省政府颁发了《江苏省黄淮海农业综合开

发项 目管理办法》
,

使江苏沿海滩涂开发的管

理逐步走上法制化
、

规范化
、

制度化的轨道
。

1
.

2 科学规划
,

合理布局

科学规划是开发的前提
。

为了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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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徐开发的水平
,

江苏省沿海滩涂管理局围

绕
“

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效益
”

为 目标
,

先后制定了《江苏省海涂围垦总体规划》
、

《江

苏 省沿海滩涂开发利用 中长期规划》
、

《江苏

省沿 海 滩 涂 开 发 长期规划 》( 19 8 6 ~ 2 0 0 0

年 )
,

[98 7 年省滩涂管理局和江苏省农业区

划办一起
,

在历次开发规划和补充调查基础

上
,

编制了《江苏省沿海滩涂综合开发规划》
,

19 88 年江苏省滩涂局又与江苏省水利科学

研究所合作
,

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开展了《沿海

典 型垦 区综合开发利用规划模型》课题的研

究
,

进一步 明确了发展沿海滩涂经济的战略

思想
,

坚持因地制宜
,

从实际出发
,

宜农则农
,

宜渔则渔
,

宜林则林
,

宜牧则牧
,

从而使江苏

沿海滩涂进入有计划合理开发的阶段
。

通过 多年来的垦区开发试验和实践
,

近

年来在开发方式上改变了过去
“

一年匡围
、

三

年配套
、

五年巩固
、

七年见效
”

的开发框框
,

摸

索了
“

以改为主
、

改中有用
、

以用促改
、

早见效

益
”

的路子
,

采用了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

合的综 合改土方法
。

在水利工程上
,

科学地规

划水利灌排系统和工程标准
。

在水利配套和

平整土地的基础上
,

根据具体情 况
,

进行水

泡
、

种植耐盐的绿 肥和水稻
,

或者围田养鱼
、

以淡排咸
,

尔后实行鱼粮轮作
,

大大加快了土

地改 良速度
,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

大丰县斗南

农渔综合开发区建立于 1 9 8 4 年
,

通过 4 年苇

渔养殖改 良土壤后
,

1 9 8 9 年种植水稻 20 0 公

顷
,

获得 了单产 9 吨的好收成
。

1
.

3 规模开发
,

集约化经营
,

社会化服务

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实施农业现代化

的一个重要途径
。

沿海滩涂土地辽阔
,

人口较

少
,

尤其适宜搞集约化的适度规模经营
。

1 9 8 9

年在东台市办起渔舍农场
,

走 出滩涂开发规

模经营的第一 步以后
,

19 9 0 年射阳县在近

0
.

2万公顷的大喇叭垦区西 匡
,

建立了射阳港

农牧渔业公司
,

实行 农场式管理
,

集约化经

营
,

机械化生产
,

社会化服务
,

由开发者向公

司承包耕地
,

交纳承包费
,

由公司负责承包户

难以解决的产前
、

产中
、

产后系列化服务
。

公

司统一负责机种
、

供水
、

供种
、

供应生产资料
、

机收
,

承包 户负责栽插
、

施肥
、

治虫
、

除草
、

实

行统分结合
,

双层经营
,

当年集体收入 1 10 万

元
,

群众收入 150 万元
,

改变了过去零散
、

粗

放的经营方式和
“

国家出钱
,

群众出力
,

个人

发财
”

的不合理分配现象
,

壮大了集体经济
。

1
.

4 科技先导
,

提高开发水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近几年来
,

江苏

沿海滩涂开发十分重视科技的投入
,

把科技

兴滩作为提高滩涂开发效益 的一个重要途

径
。

(1) 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
,

发展新项 目
。

连

云港从日本引进的全浮式紫菜养殖新技术试

验成功
,

填补了国内空白
,

不但取得了较高的

产量
,

较好的经济效益
,

打开了市场销路
,

而

且为解决南通等市沿海烂菜问题提供了途

径
;
如东县对虾场 199 1 年采用虾 贝混养技

术
,

科学管理
,

获得对虾
、

文蛤双丰收
,

一举扭

转了自 19 86 年以来连年亏损的局面
,

获利润

2 5 0 万元
;
射阳县是我国海涂综合开发试验

县
,

该县的蟹苗培育和暂养
、

高产芦苇试验
、

大米草开发
、

鳗鱼养殖和沙蚕增殖等七个项

目被列入国家和省
“

星火计划
” ,

中路港乡为

了发展棉花生产
,

专门划出一块滩涂供南京

农业大学教授进行滩涂种植改 良试验
,

1 9 9 0

年试种低酚棉获得成功
,

每公顷单产 7 50 公

斤以上
;
射阳县水产养殖公司塑料大棚充气

培育对虾早繁项 目
,

经过精心试验
,

虾苗成活

率达 74 %
,

比非大棚苗成活率高 34 %
,

年节

约苗种 3 0 00 万尾
,

提高社会效益约 2 50 万

元
,

射 阳县 芦苇公 司过 去 芦 苇单 产 只 有

75 0 千克 /公顷
,

应 用了芦 苇复壮技术后
,

单

产
、

总产
、

产值都增加了 10 倍多
。

(2) 培训技

术
。

为了不断提高开发者的素质
,

开发单位一

方面还组织人员进行岗位技术培训
,

另一方

面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挂钩
,

引进技术
。

射

阳县对虾养殖一公司与上海水产大学签订技

术服务合同
,

聘请专家教授来场传授对虾生

产等先进技术
,

常年驻场指导
,

还邀请连云港

2 7



·

滩涂开发
·

水产学校专业教师定期来场举办技术讲座
,

使该公司对虾连年丰收
,

经济效果不断提高
,

1 9 9 0 年在遭受严重赤潮和 15 号强台风袭击

的情况 下
,

仍然获得丰收
,

年创税达 1 10 万

元
。

(3) 培养人才
。

沿海滩涂地处黄海之边
,

交通不便
,

环境艰苦
,

生活枯燥
,

大中专毕业

生都不愿去
,

有的去了也难 留住
,

为此
,

如东

县 1 9 8 4 年创办了全省第一所海岸带职业 中

学
,

开设了种植
、

水产
、

畜禽
、

海洋捕捞等四个

专 业
,

几年来为滩涂开 发共输送 技术力量

5 10 人
,

另外
,

一些生产单位还选派年轻的技

术骨干到上海水产大学
、

江苏农学院等院校

进行代培
,

解决了滩涂开发所急需的人才
,

促

进滩涂开发事业
。

1
.

5 多渠道等集资金
,

多形式
、

多方位开发

滩涂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大
、

周期长
、

财务

收益率低
。

建国初期
,

江苏滩涂开发主要是国

家投资开发
,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为民办公助
,

国家集体联合开发
。

1 9 7 8 年制定了
“

谁投资
、

谁开发
、

谁经营
、

谁受益
”

等政策和规定
,

改变

了长期依赖国家开发的状况
,

运用各方面的

力量
,

加快了滩涂农业综合开发
。

一是国家
、

地方联合投资
。

大丰县竹港垦区开发
,

筹集资

金 1 00 0 万 份
,

农业部以贷款形式投 资 5 00

万元
,

省
、

市
、

县投 资 5 00 万元
,

实行 三级联

办
,

由县经营
,

发挥了较好的效益
; 1 9 9 0 年盐

城和南通部分滩涂列入了国家二期黄淮海农

业综合开发范围
,

安排 1 99 1一 1 9 9 3 年国家投

资 5 0 00 万元
,

省
、

市
、

县三级配套
’

5 0 00 万

元
,

农行贷款 5 0 00 万元
,

本着开发一片
,

成

效一片原则
,

加速 了滩涂农业综合开发的进

程
。

二是地方集资联合开发
。

随着改革开放
,

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

内陆农民经济潜力很大
。

射阳县 中路港苇鱼场由黄尖
、

新洋等乡镇联

合
,

采用
“

县规划
,

乡组织
,

村施工
,

户承包
”

的

办法
,

运用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的力量开发
,

使滩涂开发出现了新局面
。

三是利用外资
。

全

省沿海滩涂共落实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6 9 00

万美元
,

加上国内配套资金共达 5 亿多元
。

四

2 8

是合资开发
。

响水县滩涂开发总公司和连云

港水产公司合资兴办对虾场
,

匡围滩涂 1 40

公顷
,

联合养殖对虾 70 公顷
,

实行投资对半
,

风险共担
,

盈利均享
。

五是招标开发
。

响水
、

滨海等县在资金不足
、

技术缺乏情况下
,

向外

招标
,

承包人 自带资金
,

明确双方责权利
,

承

包期一定三到五年
,

加快了滩涂开发
。

据不完

全统计
,

1 9 8 0一 19 9 0 年
,

全省沿海滩涂开发

投资总额共 约 9 亿元左右
,

其 中
,

国家投资

(中央和省 )l 亿多元
,

地方 自筹和群众投劳

达 4 亿多元
,

为滩涂农业综合开发奠定了基

础
。

2 1 9 92 一 2 00 0 年开发设想

2. 1 规划的指导思想

到 2 0 0 0 年
,

江苏沿海滩涂农业综合开发

的指导思想是
:

全面规划
,

综合开发
,

因地制
、

宜
,

发挥优势
,

重点 发展以粮棉为主 的种植

业
,

巩固提高以出口创汇 为主体的水产养殖

业
,

适当发展林果
、

畜牧
、

芦苇和盐业
,

配套发

展产品加工和服务业
,

并实行开发利用和 治

理保护相结合
,

达到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同步提高
。

2. 2 开发目标

到 2 0 0 0 年
,

规划开发利用 8 万公顷潮上

带及堤内荒地
,

利用条件较好的潮间带 8 万

公顷
,

相应建设产前
、

产中
、

产后社会化服务

体系
,

形成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综合生产能

力
,

年产粮食 4 0 万吨
,

皮棉 2 万吨
,

对虾 4 万

吨
,

成鳗 8 0 00 吨
,

淡水 鱼 3 万多吨
,

木材 7

万立方米
,

水果 1 万吨
,

蚕茧 7 00 吨
,

鲜牧草

50 万 吨
,

文蛤 7 万 吨
,

海带 了万 吨
,

紫菜

2 5 0 0 吨
,

芦苇 15 万吨
,

使江苏沿海滩涂成

为较发达的农业经济区域
。

2. 3 开发利用规划

到 2 0 0 0 年
,

按照滩涂资源优势和农业综

合开发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
,

重点建设十大

商品生产和出口创汇基地
。

(l) 粮棉生产基地
。

粮棉是江苏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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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项 目
,

规划发展粮棉面积达到 5
.

7 万

公顷
,

其 中粮食 4 万公顷
,

棉花 1
.

7 万公顷
,

重点放在中南部植被
、

水源和能源相对较好

的地段
,

并采取夏熟
“

半麦半豆
”

和秋熟
“

半粮

半棉
”

的轮间套种方式
,

以培养地力和提高单

产
。

(2 )对虾养殖基地
。

对虾养殖是江苏滩涂

的拳头产品
,

规划发展对虾养殖水面达到 l
:

7

万公顷
,

走内涵挖潜为主扩大再生产的路子
,

实行改造虾池与扩面相结合
。

(3) 鳗鱼养殖基地
。

根据国务院
“

关于发

展鳗鱼生产
,

控制鳗苗出口 的通知
”

精神
,

规

划扩展馒鱼温室面积达到 70 万平方米
,

露天

池达到 1 30 公顷
,

重点放在南通和盐城两市
,

坚持以养成鳗 为主的方 向
,

大力推广流水养

殖
,

温室培养鳗种
.

露天池养殖成鳗
。

(4 )淡水鱼养殖基地
。

滩涂低洼地较多
,

适宜开挖鱼池
,

不仅经济效益好
,

且有利于改

良土 壤
。

规 划 扩 展淡水鱼养殖 面 积达到

7 3 00 公顷
,

重点放在盐城和南通两市
,

搞好

灌排水系
,

便于淋盐洗碱和改善水质
,

为进一

步开发创造条件
。

(5) 林果生产基地
。

大丰南部和东台北部

地势较高
,

适宜发展林业和水果生产
,

且可减

轻台风危害
,

兼收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
,

规

划发展成片林果面积达到 8 0 00 公顷
,

发展

村庄
“

四 旁
”

绿 化
、

农牧 渔 区 防 护林达 到

12 00 0 公顷
,

从而形成带
、

片
、

网
、

点相结合

的多功能防护林体系
。

(6) 畜牧生产基地
。

滩涂具有大面积发展

畜牧生产的有利条件
,

规划发展人工草场达

到 6 7 0 0 公顷
,

采取水利
、

土壤改 良等建设措

施
。

(7) 海带养殖基地
。

连云港是江苏唯一的

海带养殖基地
,

至今 已有 34 年历史
,

1 9 7 8 年

养殖面积达 1 5 00 公顷
,

总产 1
.

55 万吨
。

近

几年由于价格政策等原 因
,

放养面积呈大滑

坡趋势
,

1 99 1 年只有 26 7 公顷
,

给海藻工业
、

渔民带来严重损失
,

同时也影响了海岸带的

生态平衡
,

规划恢复和开发海带养殖 面积达

到 53 0 公顷
,

加强管理和
“

卷曲病
”

防治
,

搞好

流通
,

开拓市场
。

(8) 文蛤增养殖基地
。

江苏滩涂是全国文

蛤的重点产区和主要出口基地
。

规划发展移

苗增殖面积 8 万公顷
,

加上现有 6 万公顷
,

合

计达到 14 万公顷
,

重点放在如东
、

启东
、

东台

和大丰等文蛤资源 比较丰富的滩涂
。

(9) 紫菜养殖加工基地
。

江苏是全 国条斑

紫菜的重要产区
,

现有面积 7 30 公顷
,

规划发

展 9 30 公顷
,

合计达到 1 66 0 公顷
,

要求在扩

大面积的同时
,

提高产品质量和国内外市场

竞争能力
。

(1 0) 芦苇生产基地
。

射阳河口及大丰县

北部芦苇生产 已具一定规模
,

规划对现有芦

苇采取改造措施
,

并逐步扩大栽植面积
,

新增

0
.

7 万公顷
,

加上现有面积达到 2 万公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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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氧测定瓶是高等院校
、

科研单位
、

环保部门
、

工矿企业和养殖部门必不可少的常备

器皿
。

我公司有标准溶解氧测定瓶
,

供有关部门选用
,

批量不限
,

欢迎订购
。

国家海洋局一所青岛九三科工贸公司

地址
:

青岛市红岛支路 3 号 甲

联系人
:

刘彬 昌

电话
: 0 5 3 2一 2 6 6 8 1 0 转 2 8 9

电挂
: 1 1 6 4

邮编
: 2 6 6 0 0 3

开户银行
:

交通银行青岛分行 台东办事处

帐户
: 5 3 0 0 2 10 4 7 0 8 3

2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