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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廊坊市的休闲渔业 

刘秋 乐 蔡 宝山 王耀文 

(廊坊市畜牧水产局．河北 廊坊 065000) 

1 廊坊市休闲渔业的发展现状 

廊坊市垂钓业起步于 80年代中后期，首先从 

部分乡镇企业将用作商业交往和改善职工生活的 

鱼池对外开放垂钓业务而开始。后因商品鱼养殖 

效益的下滑，少数养殖场点效仿乡镇企业的作法， 

以养殖和垂钓相结合的方式加入了垂钓行列，拉 

开了垂钓业市场化的序幕。 

90年代，垂钓业迅速发展，从业场点数量增 

至200余个。城镇周围的养殖场点都对外开放了 

垂钓业务。此时，市区的城中村及周边村街已有 

部分养殖户放弃了商品鱼生产，建成高规格垂钓 

池，由此启动了垂钓的专业化进程。 

几年时间，在从业场点数量、设施建设水平、 

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准、专业化程度、产业效益等方 

面都有重大改观，并通过 自然选择分化出四种经 

营类型。 

一 是养钓结合型，即池塘在正常养殖生产的 

情况下对外开放垂钓业务。将简单的鱼池修整和 

环境美化即开始营业，一般不外购成品鱼，不提供 

渔具，其收人中养殖收入占主体。具有投资少，费 

用小，经营灵活等特点。主要分布在距城镇较远、 

交通不便的地域。 

二是专业垂钓型，即将鱼池进行硬化改造，不 

再进行养殖生产，垂钓品种全部外购。一般都配 

备坐椅、鱼饵、渔具、遮阳伞等器械。此方式投资 

较大，但一般都具有较为稳定的客源，年均纯收人 

多在 5万～10万元。主要分布在距城镇较近的 

区域 。 

三是综合服务型，在专业垂钓的基础上增加 

了餐饮、娱乐等服务内容。一般具餐厅、游艺室、 

停车场地及垂钓用具。虽然投资大，但由于服务 

内容多，人均消费额大，效益十分可观。一般年收 

入 5万～20万元不等。主要分布在广阳、安次两 

区及各县城区内。 

四是休闲度假型。此类场点虽然设施类型和 

建设标准不一，但都从不同的服务项 目中最大限 

度满足了人们节假 El或聚会时放松心情、感受生 

活的需求。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地域。 

至 2004年，全市 1 200余个养殖场点、近 

4 O00hm 养殖水面，90％以上具有休闲渔业经营 

内容。以休闲渔业为主业 (即休闲渔业收入超过 

养殖收入)的场点就有632个，涉及 1 666．67hm2 

水面。其中，养钓结合型场点 313个，专业垂钓 

场点 148个，综合服务型场点 150个、大型休闲 

度假型场点 21个。由此形成了一个高中低档场 

点数量搭配合理，能满足各类消费需求的产业群 

体。 

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休闲渔业与工商业、会展 

业逐渐交融，形成互相促进、共同受益的发展格 

局。首先是休闲渔业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内休闲渔 

具的生产和销售。固安县礼让店乡是休闲渔具之 

乡，有大型生产企业十多家，中小企业近百家。生 

产的产品有鱼漂、鱼竿、鱼包、坐椅、支架、帐篷、气 

垫等7个系列 400余个品种，年销售额 1 000多 

万元。大厂县国际渔具城，占地 50 O00m2，建筑 

面积40 O00m ，进驻商家 146个。国际渔具城内 

经营日本、韩国及国内生产的各种休闲渔具，每年 

举办六次钓具展销会，年营业额在 l0亿元以上。 

为争夺市场，国内钓具界最具影响力的碧海国际 

钓具展销会也迁至廊坊会展中心，一年两次的钓 

具展销会，每次参展商家都达到 1 000多个。与 

此同时，休闲渔具产业的发展也为休闲渔业的发 

展注入了生机，每次展销会在廊坊举办，都会引发 

一 次休闲渔业消费热潮，并由此扩大了廊坊休闲 

渔业的市场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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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廊坊市休闲渔业的特点 

廊坊市人均耕地少，土地资源管理十分严格， 

在耕地上开挖坑塘被明令禁止。为此，从业者通 

过创造条件，广泛寻找结合点，探索出一条因地制 

宜发展休闲渔业的捷径。 

2．1 把垂钓池建设与旧坑塘改造相结合 在 自 

然坑塘标准化改造过程中，将部分或全部坑塘进 

行池坡和池底硬化处理，鱼池周边进行绿化美化， 

建成垂钓园。全市 70％左右的垂钓水面依此方 

式建设。 

2．2 把垂钓池建设与生态文明村建设相结合 

为达到环境治理和资源利用的双重功效，由村街 

集体出资，将自然坑塘改造为标准较高的钓池，承 

包给个人经营，依靠收取承包费逐年收回投资。 

如大城县祖寺村。 

2．3 把休闲渔业设施建设与废弃地开发相结合 

如广阳区华宇林木培植有限公司在开发利用 

13．33hm2废弃窑坑 的工程中，建设 了总面 积 

2hm2的华字垂钓园。 

2．4 把休闲渔业设施建设与生产基地改造相结 

合 市内众多企事业单位都有生产基地，在改造 

工程中将部分鱼池改造为垂钓池，就能建成一个 

具有多种服务功能的休闲渔业场点。如廊坊市物 

产集团、廊坊市广阳宾馆等。 

2．5 把休闲渔业设施建设与专业化休闲度假场 

所建设相结合 如开发区中日会馆、广阳区飞喜 

来度假村、固安牛驼温泉度假村等。 

3 休闲渔业对水产业和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3．1 休闲渔业支撑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从动 

因来看，廊坊市发展休闲渔业既是正确和理性的 

选择，亦是大势所趋。全市 90％以上的养殖水面 

完全依赖抽取地下水来补充水源。同时坑塘分布 

点多面广，规模化养殖场点较少。单纯依靠养殖 

很难形成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在价格和成本上 

同附近的京津等地也无法竞争。采取休闲渔业方 

式可使单位水面产出大幅提高。一般养钓结合型 

方式，每 667m 水面年可增收 200～500元；专业 

垂钓型每667m 水面年可创收入 1万 ～2万元 ； 

综合性经营的收益更高。2004年全市渔业流通 

和服务业增加值 7 702万元，休闲渔业即达 3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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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可以说，在当前坑塘养殖成本逐年增加的 

形势下，如果没有休 闲渔业支撑，廊坊市将有 

60％以上的养殖水面退出养殖生产并荒废。 

3．2 改善了生态和社会环境 水产养殖是造成 

水域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因素。发展休闲渔业可 

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的生成量和排放量，从而改 

善了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同时休闲渔业相关的设 

施改造和环境美化工程，不仅有效减少了地下水 

开采量，而且消除了蚊蝇滋生场地，使城乡居民有 

了闲聚和游玩的去处，达到了改善社会环境的效 

果。 

3．3 增加了社会就业人 口 单位水面休闲渔业 

运营所需的劳动力是养殖所需的 2～3倍，近年廊 

坊市渔业劳动力增加主要来 自于休闲渔业用人增 

长。 

3．4 促进了城乡交流和区域经济发展 休闲渔 

业为城乡民众提供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的机会， 

既增加了各场点服务知名度又使经营者了解更多 

的商业信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潜在机遇。 

3．5 丰富了廊坊市旅游内容 目前廊坊市多数 

人造旅游景点内都建设了垂钓设施，使人们在游 

览景点之余有一个更贴近自然的休闲之处。 

3．6 加快了养殖产品的推广进程 一个水产养 

殖新品种的成功推广既有技术因素也有市场因 

素。消费者在休闲渔业场所进餐 ，最感兴趣的往 

往是水产新品种，这样就从另一侧面缩短了名特 

优新品种被人们认知的时间，加快了新品种推广 

进程。 

4 几点成功的作法 

为掌握行业发展的第一手材料，增加管理工 

作的前瞻性和实效性，给产业发展定好标高、引好 

路。1999年市局水产科与技术推广站联合进行 

了一次休闲渔业发展调研。 

调查发现，休闲渔业的赢利点不仅仅体现在 

垂钓品种市场价与垂钓价之间简单的差额关系， 

而是在更深层次上迎合了市场需求。一是垂钓适 

合现阶段工薪阶层的消费水平和休闲需要。随着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节假 日全家外出从 

事户外活动成为文化生活的主流。但旅游受到支 

出高 、用时长的局限，仅有少部分人在特定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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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为之，休闲渔业则因经济、便利、自然而成为 

大众化休闲消费项目。二是垂钓场所为人们的商 

业交往和感情交流提供了一个轻松 、高雅和自由 

的空间。三是垂钓活动不仅使人们得到劳动和收 

获的乐趣，更能通过垂钓过程中的团结协作、坦诚 

交流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基于上述认识，廊坊市畜牧水产局领导根据 

当地区位条件好、休闲消费增长快、从业群体投入 

能力强、区域经济开发程度高、人文景观丰富、会 

展业和物流业发达的优势，制定了“提高设施标 

准、完善服务功能”的总体发展策略。从 2000年 

起把发展休闲渔业作为优化渔业结构、创建区域 

特色、促进渔业增收的主导产业。 

4．1 明确思路、合理规划 2000年在全省渔业 

结构调整的大形势下，确定了“发展垂钓集餐饮娱 

乐为一体多功能场点”的总体思路；2002年，根据 

行业发展水平和休闲消费变化的趋势，结合全国 

范围发展无公害水产品生产的行业发展走向，又 

确定了“在大力发展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基地的基 

础上，发展大型综合性休闲渔业场点”的发展规 

划，把现有休闲渔业场点全部纳入了无公害养殖 

基地范围，使休闲渔业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 

通过提高服务水平增收。 

4．2 总结经验、培树典型、示范带动 为引导休 

闲渔业向高标准、规范化方向发展，近年市畜牧水 

产局先后总结了广阳区董村、菜庄等十几个场点 

发展休闲渔业的经验，编印成册下发各县，同时利 

用报刊宣传。为加大宣传力度，2002年市局同廊 

坊市电视台签订了每年向电视台交付 3万元，不 

限量为市局制作播放养殖专题节目的协议。到目 

前已录制播放了3个休闲渔业专题节目。在水产 

技术人员的帮扶下，各县联系的示范场点服务水 

准和赢利水平均有大幅提高，并出现多个 日收入 

超万元、纯利达到 5 000元的高效益典型。香河 

县万新湖垂钓园占地不足 1．33hm ，曾创出 日接 

待顾客 150余人，营业收入 11 000元，纯收入 

5 000元高收入纪录。通过示范带动了各从业场 

点的设施改造、服务升级和环境美化工程，使休闲 

渔业的功能超越了单纯的垂钓，逐步发展成为集 

垂钓、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产业。 

4．3 加大考核力度 为加大县级渔业主管部门 

休闲渔业示范工作的重视程度，廊坊市局把示范 

工作列入各县年度水产任务考核指标中，明确要 

求每县(市、区)至少要抓出 2个休闲渔业示范场 

点。认定标准是面积 0．67hm 以上，生产配套设 

施齐全，具停车场地、餐厅、备用渔具、遮阳伞等服 

务设施，服务功能多样、场地环境 良好；预期目标 

是年营业收入 20万元以上。这样促使县级主管 

领导加大了对此项工作的投入，充分调动了基层 

水产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为工作持续、顺利开展提 

供了保障。 

4．4 以服务为纽带，积极参与大型项 目的规划设 

计 几年来，水产部门在为垂钓池提供防治病害 

和技术指导的同时，为垂钓园引进了叉尾鲴 、黄 

颡、大口鲶等品种，先后帮助规划设计了华宇垂钓 

园、飞喜来、固安牛驼、麻营休闲度假中心等 9处 

大型综合性场点的垂钓设施。 

5 下一阶段发展设想 

为推动产业从整体上向高效益、多功能、生态 

型方向发展，廊坊市畜牧水产局计划在行业管理 

上应贯彻以下方针： 

一 是控制规模。现有场点所具有接待量也超 

出实际需求，为此，水产主管部门在今后产业发展 

导向方面不应继续宣传鼓动新场点加入。 

二是完善功能。首先是在引进新的垂钓品种 

上多做文章，我市现有的绝大部分场点垂钓品种 

仅4～5个，在垂钓感受和餐饮方面难以满足人们 

寻求新奇的需要；其次是加快建设适合大型专业 

比赛使用的垂钓设施，进一步丰富休闲活动内容。 

三是优化环境。重点是抓好场点内部及周边 

的绿化美化。 

四是保护行业利益，制止不正当竞争。主要 

措施是成立休闲渔业协会。目前此项工作进展顺 

利，相关文件已上报市民政局，只是部分技术问题 

有待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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