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区水道纵横、气候适宜，

优良的自然条件成就了其兴盛发

达的水产养殖产业。目前，南海

区淡水养殖户超1万户，87%的

鱼塘为30亩以下。然而，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水产

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粗放式养

殖模式已经不再适用。

为加快推动南海区渔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南海区制定了《佛山市南海

区全域养殖池塘改造提升五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2—2026年）》，

明确南海区将全域推进养殖池塘

改造提升，推动水产养殖向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优质型

转变，助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淡水鱼）创

建工作，夯实国家级水产健康养

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成效。5月
7日，南海区全域养殖池塘改造提

升动工仪式举行，7个镇街养殖池

塘改造提升项目同时动工。

推进鱼塘改造，并非一蹴而

就。劳文广坦言，一方面，村民养

殖尾水治理意识未到位，另一方

面，由于村集体池塘发包时间、承

包期限均不相同，且所牵涉的养

殖户数量众多，加上改造资金投

入大，统一进行集约连片改造难

度相当大。

为拓宽资金渠道，撬动社会

资本，南海区积极吸引社会资本

投入养殖池塘改造提升。先是研

究出台了《佛山市南海区农业用

地整备工作方案（2022-2024
年）》，制定了延长养殖池塘租赁

年限（10年及以上）的政策，鼓励

整村、整片集约出租，同步实施带

改造方案招商，在合同中明确要

求承包方对养殖池塘进行改造提

升，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养殖

池塘改造，现集约养殖池塘（含意

向）约3925亩。

与此同时，南海区加大对农

业现代化发展的信贷支持，积极

对接国开行和政府债券，全力推

进全域池塘改造提升。至今，

5000亩鱼塘整治项目已进入施

工阶段，总体施工进度达58%。

推动鱼塘整治工作取得实

效，南海区各部门形成工作合

力。南海区农业农村局根据自然

资源部门提供的坑塘水面数据，

借力智慧三农平台，利用渔业资

源管理系统，通过“空天地”调查

及渔业资源普查等数据分析，安

排专人实地核实，进一步摸清池

塘底数，确定池塘用途。

此外，南海区农业农村局联

合区治水指挥部，共同研究制定

《南海区农业源头水环境治理实

施方案（养殖池塘专项）》，计划于

2022年优先完成广佛跨界流域、

一级水源保护区等重要公共水

域、国考省考断面等区域养殖池

塘进行改造提升，到2023年底，

完成75条主干河涌周边养殖池

塘的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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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5000亩鱼塘整治项目进入施工阶段

伴随着“哗啦啦”的流水声，不断往外流出的鱼塘尾水，汇集到尾水池过滤后，变

成一股清水排到生态沟渠。塘头旁矗立的一间间崭新的看护房里，整齐放置着饲

料、劳作用具，既美观、又防火。这是位于丹灶镇劳边社区沙水经济社的508亩鱼塘

改造提升项目，目前已成为佛山市养殖池塘改造示范点进行推广。

为推动现代都市农业创新发展，南海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增加农民收入”纳

入2022年十大民生实事项目，并明确2022年完成5000亩鱼塘整治，改善水产养

殖耕作环境，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增产增收。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沙水经

济社，只见阡陌纵横，鱼塘相连，

方塘如镜。

而在去年，这508亩鱼塘却

大小不一，参差不齐，泵水、排水

均通过同一条沟渠。受水质影

响，养殖户只能养殖低产值的

“四大家鱼”，不少养殖户为了增

加收入还养起了鸡鸭猪等家禽。

“泵水的时候要经过好几道

工序，稍微偏远的鱼塘‘吃’水既

难又慢。”劳边社区党委书记劳

文广说，最麻烦的是，由于管网

设置不完善，一旦某个鱼塘的鱼

发生病变，极易造成连片鱼塘交

叉感染。

沙水经济社村民刘添华从两

年前开始“试水”鱼塘养殖，“十多

亩的塘，下的全是草鱼鱼苗，每天

起早贪黑，一年算下来只赚3万

多元。”

养鱼先养水，良好的水质环

境是水产养殖产业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障。去年年底，沙水经济

社下定决心，开足马力，通过鱼

塘重新布局，方格化改造鱼塘。

“共44个鱼塘，每个6至8亩，

清淤后深度为2.5米。”劳文广

说。

同时，沙水经济社重修进排

水渠，新建管网工程，硬化主干

道，并组建起养殖尾水治理设

施，让白银窦涌的水经出水井引

进每个鱼塘，再由管道将废水排

出，集中到尾水处理池统一处

理。最后，一部分尾水流入河

涌，另一部分可以通过供水系统

回到鱼塘，实现尾水循环利用或

达标排放。

目前，沙水经济社新建3个

尾水处理池，按照“三池两坝”的

尾水处理模式，设置沉淀池、曝

氧池，生态沟渠等处理设施，通

过毛刷、陶粒、生化球等多种介

质净化养殖水质，使鱼塘达到

“鱼塘规整、深度适宜、灌排配

套、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生态优

美”的标准化养殖鱼塘要求。

眼瞅着水质变好了，村民的

胆子也大了起来。目前有超 8
成的养殖户养起了加州鲈、鳗鱼

等高产值品种，“现在既达到养

殖池塘建设标准，也优化了养殖

户的耕作环境，提升了乡村产业

振兴的效能，如今部分养殖户一

年的营收能顶过去十年。”劳文

广欣喜地说，得益于此，经济社

鱼塘出租的集体经营收入从原

来的 70万/年翻番至 140万/
年。

改进尾水处理模式完善设施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梁慧恩通讯员 南宣

吊环、跷跷板、篮球场、乒乓

球场……在融通路桥下，一个场

地齐全、选择多样的体育公园逐

渐成为周边居民休闲运动首

选 。 这 个 公 园 也 是 南 海 区

2022年首批完成改造的项目

之一。

有别于其他桥下空间，广佛

江珠高速融通路跨线桥下空间

位于金融高新区B区，周边商业

氛围良好、人流密集。不仅如

此，桥下公园出口入正对着人行

道。交通便利、出入方便的优

势，让融通路桥下空间一经启用

就人气爆棚。

“平常都有很多人，到了周

末更多。”住在附近的王叔说，以

前的他锻炼身体主要是散步，

“有了公园，我还专门买了篮球，

没事就过去投两下。”

事实上，融通路桥下空间的

亮点不止于此。2.17万平方米

的广阔空间，为承载更多功能创

造了条件。桂城街道工程建设

中心副主任沐潇潇介绍，该项目

因地制宜利用台阶消化场地高

差，在宽阔平坦的桥底空间上设

计儿童活动区、老人健身区、休

闲运动场所及篮球场等，以满足

不同年龄段人的运动需求。

“平常也会带小孙子过来，

他自顾自地玩，我就在旁边看，

各得其乐。”王叔高兴地说，不仅

小孩玩得开心，他也在桥下空间

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老年生活过

得越来越有滋味。

大人小朋友均能自得其乐人气旺

位于平胜大桥桥下的尖东

社区体育公园，是佛山迄今为止

最大的全天候街头极限运动公

园。公园由广东省轮滑协会指

导设计，融入传统南狮元素，配

置了滑板运动舞台、街舞表演舞

台、波浪滑板道、太空攀爬网、攀

岩球、灯光捕鱼等设施，给爱好

极限运动的大小朋友带来意想

不到的丰富体验。

“这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看着他们玩得起劲，我们看得也

很高兴。”刘先生说，公园建成不

仅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锻炼身

体，更解决了困扰小区多年的环

境卫生问题。

公园建成前，桥下空间杂草

丛生，甚至有人在这里种菜养

鸡，由此引发蚊虫孳生、鼠患猖

獗等问题。“不少住户多次向有

关部门反映，社区志愿者队伍清

走了一车又一车的垃圾，但问题

难以根治，过段时间又恢复原

样。”刘先生说，公园建好后从根

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不仅如

此，改造后的桥下公园还新增了

上百个停车位，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周边“停车难”的问题，可谓一

举多得。

融通路桥下空间、尖东社区

体育公园带给群众看得见、摸得

着的幸福感，是南海全力推进桥

下空间改造的一个缩影。今年

以来，南海累计完成了融通路桥

下空间、尖东社区体育公园、联

河大桥桥下空间、谢边桂丹路跨

线桥下空间改造，改造面积约6
万平方米。

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

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的期

盼，南海交通部门将持续改善南

海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让

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城市

品质提升带来的红利，切实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幸

福感。

彻底根治脏乱差等问题环境好

文/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通讯员 南宣

变清流

南海今年推进28个桥下空间改造

目前超半数项目已完工或施工中

建公园
桥下空间，常常被戏称为城市

公共空间“被遗忘的角落”，因闲置
而衍生乱堆乱放、违法开垦等问
题。这不仅有损城市形象，也给周
边居民带来不少困扰。2022年，
“桥下空间”改造首次纳入南海十
大民生实事。

按照计划，南海将于2022年
完成28个桥下空间改造。日前，
记者走访了解，超半数项目已经完
工或正在施工。其中，包括融通路
桥下空间、尖东社区体育公园在内
的4个项目已启用，其余项目稳步
推进。

合力推进鱼塘整治加大扶持

■丹灶镇沙水经济社完成508亩鱼塘整治。

■小朋友在尖东社区体育公园游玩。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 摄

■联河桥底公园一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