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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康养”的休闲渔业模式，在宁蒗县永宁镇泸沽湖等

地加快建设一批“休闲渔业+康养旅游”重大重点项目，

构建“垂钓+温泉”的养生、康疗、度假等休闲渔业新业

态。创新发展“渔业+旅游”的休闲渔业模式，引导培育

休闲渔业旅游消费市场，将休闲渔业基地纳入常规旅游

线路，创建精品休闲渔业旅游线路。打造“渔业+餐饮”

的休闲渔业模式。围绕打造“绿色食品牌”的要求，推

进云南特色渔业餐饮开发。发展地方特色水产美食，开

发具有比较优势的如酸木瓜鱼、铜锅鱼、香茅草烤鱼、

臭豆腐煮鱼、百香果煮鱼、舂鱼等饮食产品，打造“云

南鱼宴”餐饮品牌。举办渔业节庆、论坛、赛事等特色

活动。

四是打造一批休闲渔业示范园区和垂钓基地。以渔

业园区建设为基础，建成集渔民生活体验、户外拓展、

养殖文化展览为一体的休闲文旅服务。依托自然资源和

突出特色，围绕农林牧渔、健康养生、乡村旅游、文化

创意等产业进行战略规划布局，打造一批休闲渔业示范

园区。培育休闲垂钓基地，鼓励资源丰富的各市县建设

休闲垂钓钓场，提供休闲垂钓、商务垂钓及承办垂钓竞

技比赛等服务。通过积极建设休闲垂钓示范基地等基地

园区，充分发挥基地园区的带动作用，提高休闲渔业发

展层次和水平。

五 是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优 化 休 闲 渔 业 环 境 。 加 强 休 闲

渔业基地、渔村等区域水电交通、垃圾污水处理、通信

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地区餐饮、住宿、厕所

等服务设施条件，支持建造符合节能环保和渔业资源保

护要求的休闲渔船及休闲渔业设施。以提高各级渔政机

构执法能力为核心，强化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保障重

大渔政执法任务和日常监管执法的需要。加大环境保护

和教育力度，规范休闲渔业参与者的行为，增强环保意

识，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休闲渔业。 

六 是 培 育 云 南 特 色 渔 业 小 镇 和 美 丽 渔 村 。 在 渔 文

化资源丰富、保护传承有力、民众积极参与的地区，按

照“文化传承、特色鲜明、产业融合”发展思路，创建

集渔业文化、旅游观光、休闲养生“三位一体”的休闲

渔业特色小镇试点。通过多部门联动机制，制定评估标

准，评选推出省市级的休闲渔业特色村镇。鼓励各地区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度挖掘渔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

打造不同主题、不同特色的渔业特色小镇。融合商业、

旅游、渔文化元素，准确定位特色小镇的形象，突出文

化特色，展现渔业文化风貌，提供渔文化展示及体验活

动，吸引和留住外来游客。加快创建“生态环境优美、

休闲特色鲜明、渔业文化浓郁、渔村风情独特”的美丽

渔村，支持美丽渔村基础设施建设，并纳入美丽乡村统

筹建设。以渔文化为引领，加快建设具有特色的、高品

质的主题酒店和民宿、客栈。

七 是 实 施 渔 民 转 产 转 业 保 障 行 动 。 支 持 传 统 捕 捞

渔民转产转业，经营休闲渔业企业优先雇佣转产上岸渔

民。鼓励相关市县建设休闲渔业实训基地，建立“专业

师资+渔民”的培训服务团队，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对有劳动能力而未就业的退捕渔民，提供职业培

训，帮助渔民上岗就业。创新经营体制，鼓励渔民以渔

船、资金、技术等作为资本入股组建休闲渔业专业合作

社或企业，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实现

休闲渔业组织化、规模化经营，调动合作社渔民的积极

性。健全渔民养老保障制度，统筹推进不同渔民群体的

养老保障工作，制定转产转业渔民生活补贴办法，确保

转产转业渔民基本生活得以保障。

八是制定促进休闲渔业发展的扶持措施。强化政府

的服务职能，加快休闲渔业相关项目的审批，提高办事

效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休闲渔业，增加休闲渔业财政

预算，特别是在土地、环保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给予

支持和帮助，将休闲渔业基础设施工程纳入经济专项资

金支持范围。鼓励多渠道融资，坚持政府投入与市场推

进并举，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渔业发展。积极引导民间融

资机构为休闲渔业融资提供方便的平台。吸引社会资本

设立休闲渔业产业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休闲渔业信

贷产品，保障休闲渔业企业运营资金，开发适合的保险

产品，加强意外事故善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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