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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是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
未来的5年，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国际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
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制约因素和困难。
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今后5年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和党的建设。
我们一定要增强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迎接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6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第一年。
做好今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对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
好开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要求，认真落实中央支持“三农”的一系列方针政
策，以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实施“转变、拓展、提升”三大战略为举措，
全面启动实施“九大行动”计划，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更加良好的工作作风，力争使广大农村的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确保
新农村建设开好头、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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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增强抗风浪网箱、工厂化养殖等新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加快
，水产养殖新品种、健康养殖技术等重大科技问题的研究得到加强，渔业标准化体系建设更加完善（
全年审定了28项标准，报批57项标准，发布标准29项），科技对渔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得到进一
步加强和体现。
通过做好渔业科技入户工作，带动各地积极送渔业科技下乡人户，系统地开展无公害水产品健康养殖
、养殖鱼类病害防治、鱼苗鱼种培育、渔用饲料使用、池塘水质调节等适用、先进科技的推广。
据专家测产，科技入户在试点地区带动渔业亩均增收500多元。
　　（五）渔业资源和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继续组织实施伏季休渔和长江禁渔期制度，开展大规模的增
殖放流活动，依法严格查处非法捕捞，控制捕捞强度，渔业资源衰退的压力得到初步缓解，部分资源
出现恢复增长的迹象。
南海资源状况总体上好于往年，休渔结束后，北部湾、海南岛南部海域、粤东渔场、珠江口渔场的捕
捞产量较往年同期明显提高，渤海湾部分区域甚至形成了对虾、海蜇等近些年来少有的渔汛。
渔业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加强，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和工程建设生态补偿工作力度加大。
落实金沙江一期工程生态补偿和三峡工程生态补偿等项目。
协助处理了松花江和北江污染事故，在污染事故发生后最大限度地减少水生生物资源和渔业生产损失
，有效维护渔业利益和渔民权益。
　　（六）涉外渔业交流和管理进一步加强继续做好中日、中韩、中越三个渔业协定后续谈判有关工
作，落实2005年的人渔安排，提出2006年的入渔安排方案。
加强双边和多变渔业交流，与韩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挪威、智利等国举行双边渔业磋商
，举办2005年南太平洋国家渔业管理研修班，加强中国一南太渔业合作交流。
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以及国际组织的渔业谈判，进一步参与国际渔业管理。
加强涉外渔业管理，组织重点敏感水域渔政巡航管理，继续与美国海岸警备队在北太开展联合执法巡
航。
组织开展涉外渔船船员培训，编发《全国渔业船员涉外培训统编教材》及远洋、日韩、南沙、中越北
部湾“渔民作业须知”，举办了11期涉外渔业师资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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