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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溧政办发〔2022〕59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

促进渔业绿色发展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溧阳高新区、溧阳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办公室、

市各委办局、直属企事业单位：

溧阳是鱼米之乡，渔业产值占全市农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以

上。池塘养殖是我市渔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养殖面积和产量占全

市总量的97%以上。近年来，全市各地积极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

建成一批高标准池塘试点，集成示范一批较成熟的尾水处理模

式，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但各地池塘标准化改造工作进展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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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仍有不少池塘年久失修、早期建设标准不高，特别是池塘尾

水治理设施缺乏或不健全，制约了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为促进

渔业绿色发展，确保水产品稳产保供，现就加快推进池塘标准化

改造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结合中央环保督查整改要求

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 促进渔业绿色

循环发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2〕51号）《常州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加快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工作的通知》（常政办发〔2022〕

65号）精神以及有关池塘标准化改造的要点，按照“空间布局合

理、规模集中连片、水系及设施配套、尾水处理规范”要求，加

快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到2023年底前各镇（街道）完成上级下

达的规模池塘标准化改造任务（附件1），到2025年全市全面完

成池塘标准化改造。

二、重点工作

（一）尽快编制改造计划。各镇（街道）围绕上述目标任务

和时间节点，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与环境保护、防洪防涝、

养殖水域滩涂等规划衔接，结合“三区三线”划定工作要求，组

织开展养殖池塘调查评估，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水产

养殖设施。重点对规模以上（连片100亩以上及单个养殖主体水

面50亩以上）的池塘实施改造。对照《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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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2/4043-2021）要求，按照“源头防控、科学布局、分类施

策、应改尽改”原则，做到整体计划、分步实施。

（二）因地制宜推进改造。充分考虑具体地形条件和自然生

态及水系格局，按照生产实际需要，科学安排养殖池塘规格大小。

实施清淤浚深、固基护坡等改造工程。完善水电路涵洞闸等基础

配套设施，优化完善进、排水系统，注重环境营造，总体形成“池

成方、路相通、排灌分开、出入通畅”的格局。各个改造点位的

养殖尾水应当实现内循环利用或者净化后达标外排。

（三）强化池塘尾水治理。因地制宜实施标准化改造，鼓励

采用多级净化、人工湿地、原位修复等尾水处理模式，通过自然

沉降、物理过滤、生物净化和曝气等尾水处理方式，增强尾水处

理能力。鼓励以乡镇人民政府、村集体为实施主体，通过引导池

塘流转或置换等方式，整体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实施。

（四）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建立养殖尾水排放报备制度，养

殖场（户）需向外环境实施集中排水或换水的，需提前向所在乡

镇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报告，并委托有资质单位检测，检测报告报

乡镇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确保尾水达标后方可排放。建立健全长

效管护机制，明确管理责任人，指导养殖单位做好水质管理，确

保完成标准化改造的养殖池塘尾水循环利用或达标排放，巩固提

升池塘养殖尾水治理成效。大力培育典型、示范推广，激发广大

渔农民开展池塘标准化改造、加强日常管护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创造性，维护好标准化池塘的功能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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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级成立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工作专

班，开展督促指导，加强调度考核，适时通报池塘标准化改造工

作进展。各镇（街道）要落实属地主体责任，成立相应的工作专

班，把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作为乡村生态振兴和“三农”

工作重点目标任务，将改造任务落实到村、具体到塘口，倒排时

序进度，推动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各项工作全面开展，确

保按时完成改造任务、取得实效。

（二）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健全政府领导下分工协作的工作

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农业农村部门会同

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督促指导各镇（街道）开展池塘标准化改

造和尾水治理，推进实施水产健康养殖；发展改革部门将池塘标

准化改造列入重大项目范围；财政部门落实本级财政资金，加强

资金使用管理和绩效评价等工作；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强化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支持池塘标准化改造合理用地需求；生态环境部

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监督实施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加强对规

模养殖主体的环境监管；水利部门加强集中连片池塘标准化改造

周边的水系工程配套。

（三）加强资金支持。要用好国家、省、常州市专项资金，

并积极整合各级各类资金，加大对池塘标准化改造示范点（片、

区）建设项目予以补助。各镇（街道）在积极争取、整合各级财

政专项资金的同时，配套、落实改造资金，支持池塘标准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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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尾水治理，确保改造任务完成。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

加强信贷和保险支持，拓宽融资渠道，为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

治理提供多元化资金保障。

附件：1．2022-2023年池塘标准化改造任务表

2．溧阳市池塘标准化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3年）

3．溧阳市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工作专班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9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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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2023年池塘标准化改造任务表

单位：亩

乡镇

（街道）
任务数

其中

2022年 2023年

溧城街道 1400 0 1400

昆仑街道 1000 0 1000

埭头镇 2600 1000 1600

上黄镇 4000 1500 2500

别桥镇 5200 2000 3200

竹箦镇 3800 1500 2300

上兴镇 4500 2600 1900

南渡镇 1500 800 700

社渚镇 1000 600 400

合计 25000 10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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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溧阳市池塘标准化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3）

为加快推进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进程，促进养殖尾水循环利

用或达标排放，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池塘改造促进

渔业绿色循环发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2〕51号）、《常州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工作的通知（常政办

发〔2022〕65号）要求，结合溧阳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目标

围绕省、市相关目标要求，由市农业农村局统筹制定水产养

殖池塘标准化改造任务计划，由各镇（街道）负责具体实施，通

过财政资金扶持引导，全面推进水产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工作。

对照《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2/4043-2021）要求，重点

对连片100亩以上的及单个养殖主体水面50亩以上的养殖池塘实

施改造。各镇（街道）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加快建设一批标准

化水产品养殖基地。同时加强养殖水体和尾水水质监控，加快探

索建立标准化改造长效管理和评价机制，有效提高养殖水产品产

量、质量和效益水平，改善养殖水域生态环境。

二、实施内容

（一）改造要点

1．池塘连片规整。池塘布局合理，符合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 8 —

契合区域自然生态及水系格局，根据养殖品种和地理条件可因地

制宜确定单个池塘面积有条件的应形成相对独立的生产、净化区

域，进、排水系配套完善。鱼类养殖池塘的深度一般在1.5-3.0

米，虾蟹养殖池塘的深度一般在1.0-1.5米。鼓励开展池塘护坡，

可采用生态护坡、网片护坡、预制多孔板护坡等多种形式。

2．基础配套完善。生产区域与外部交通便捷畅通，养殖设

施、内部道路、生产管理用房、电力等设施配套。根据生产需要

配置增氧、投饲、防逃等设施设备，有条件的可配套建设冷链物

流、“互联网+管理”和水质在线监测监控系统等；区域内道路

应满足生产作业、产品运输需要。

3．净化模式合理。尾水处理以多级净化、原位修复等模式

为重点，采用自然沉降、物理过滤、生物净化和曝气等处理方式，

促进尾水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应用多级净化的根据养殖品种和

养殖产量的不同确定合理的净化区面积配比。

4．养殖方式先进。集成创新和示范推广资源节约型、种养

循环型、绿色生态型等现代渔业生产模式和尾水生态处理、资源

循环利用、质量安全可控、防灾减灾等渔业关键技术，调整养殖

结构，挖掘生产潜能，提升水产品质量，保障优质水产品供给。

（二）实施区域

本实施方案实施范围为溧城街道、昆仑街道、埭头镇、上黄

镇、别桥镇、竹箦镇、上兴镇、南渡镇、社渚镇等涉水产乡镇。

其中2022年，重点改造上黄镇西埝村和浒西村、别桥镇小石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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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兴镇蒲村、南渡镇腾村等点位。2023年重点改造溧城街道八字

桥村、社渚镇新山村和姚巷村、上兴镇圩庄村等片区。鼓励其他

镇（街道）提前将小、散池塘纳入改造范围。

（三）分阶段实施计划

1．2022年10月1日—2022年12月30日

加快推进2022年改造计划任务，确保项目按期完成主体工程

建设。同时全市各镇（街道）加快对辖区内水产养殖情况开展摸

底调查，提前制定2023年工作方案并报市级备案，组织工作人员

走访相关群众，进行政策宣传，确保改造工作顺利进行。

2．2023年1月1日—2023年5月31日

各镇（街道）依据工作方案开展2023年改造工作，完成规划

设计、土地流转、备案审批等前期工作，同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确保已完成标准化改造的点位真正发挥尾水治理实效。

3．2023年6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全面开展2023年改造建设工程。各镇（街道）加强改造实施

过程管理，确保年底前全面完成上级下达指标任务。

三、资金筹措

为充分调动各镇（街道）改造积极性，市级实行“以奖代补、

先建后补”的资金补助政策。奖励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实行分年

度、分批次划拨，对先进地区将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各镇（街道）

要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吸纳民间资本、工商

资本等社会投资参与，保障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工作的顺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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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要进一步理顺投资与受益的关系，推进渔业跨界发展和资源

共享，积极探索和建立池塘标准化改造与管理的长效机制，激发

广大渔民和其他投资主体对池塘标准化改造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镇（街道）要强化组织，明确职能

和人员的责任分工，建立协调机制，广泛宣传发动，加快推进实

施。工程实施前，要做好养殖业主的思想工作，争取工作举措高

效有力，技术标准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

（二）明确责任分工。属地镇（街道）是本次整治工作的责

任主体，要精心部署落实，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组织实

施调查摸底、政策宣传、长效监管等工作，确保工作全面推进。

（三）加强技术指导。市镇两级组织开展相关技术培训和现

场指导，切实加强技术保障和推广服务。强化典型宣传和示范，

实现以点带面。

（四）建立跟踪考核。建立全市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

加强动态监测，及时掌握工作进展，跟踪检查指导，帮助协调解

决改造过程中的各类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建设取得实效。

（五）创新优化模式。各镇（街道）积极摸索，吸取先进地

区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加快创新发展模式，探索企业+农

户管理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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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溧阳市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工作专班

组 长：孙 斌 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钱军雷 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汤 莉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朱必成 常州市溧阳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成 员：姚 涵 市发改委农经科科长

俞丁榕 市财政局农业科科长

狄云珠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科科长

陈 虎 常州市溧阳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

童耀元 市水利局农村水利与水土保持科科长

潘俊华 市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科科长

孙红辉 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科科长

屈国敏 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中心水产技术科科长

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领导小组的工

作部署，统筹协调、督查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相关工作。做好与

常州市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等上级部门的对接与沟通，督促

指导各地开展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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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市委办，市人大办、政协办。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0月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