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海函字〔2024〕17号

答复类别：B类

蔡丽贤等代表：

《关于推动大嶝失海失地农渔民转产就业的建议》（第0141

号）收悉。我局为分办单位，现分办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工作背景

我局职责主要涉及“措施建议”第一条“暂缓辖区渔船清退，

支持开展远洋捕捞”和第二条“加快推动大、小嶝岛现状码头及

避风坞开发利用规划与建设”，我局高度重视办理工作，指定相关

处室认真研究。经研究并结合各协办单位的情况反馈，我局总结

答复内容与蔡丽贤代表进行了电话沟通、反馈存在问题并征求相

关意见，目前拟对该部分建议采纳。

二、措施与成效

（一）暂缓涉渔船舶清退

目前翔安区大嶝街道现存涉渔船舶中，在农业农村部中国渔

政管理指挥系统登记在册的渔业船舶共计61艘，我市今年已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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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清退计划和政策，也不鼓励各区对在册渔业船舶再进行清退。

大嶝街道内其余的涉渔船舶则属于乡镇船舶，大部分乡镇船舶在

安全性能上较差，且管理不到位，存在许多安全隐患。按照《厦

门市加强乡镇船舶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厦海管办〔2024〕3号）

的要求，各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在2028 年前对乡镇船舶逐步清退

完毕，并做好对失海失地渔民转产就业工作。

（二）加快推动码头及避风坞规划与建设

根据协办单位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函反馈的情况，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真组织相关处室进行研究，根据机场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提出相关措施。

目前正在开展优化码头布局的研究工作，通过对现有岸线和

码头利用现状的梳理，分析码头的实际使用需求，对全市的码头

布局进行优化调整。结合《厦门市客运旅游码头布局规划及项目

策划》、《厦门市小型船舶停泊点整体规划》等，规划拟保留大嶝

北侧两处现状码头，东南侧新增两处码头。同时依据厦门市沿海

停泊点选址、均衡布局安全避风等要素，保留珩厝避风港。

（三）推动被征地农民转产就业

1.根据协办单位厦门市农业农村局来函反馈的情况，推动被

征地农民转产就业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

要举措，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是以高素质农民培训为抓手，促进农民转产就业。将高素

质农民培训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结合实际认真

组织、制定工作目标和计划，并将任务下达到岛外四区。2023 年

我市完成培训高素质农民 2630 人次，其中市级培训 534 人次，

区级培训 2096 人次（集美区 449 人次、海沧区 321 人次、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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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718人次、翔安区608人次）。

二是开展种类多样专题培训，提高培训成效。结合本地种植

情况和农民需求，开展不同类型的专题培训，如蔬菜实用技术与

管理、果树实用技术与果品创新营销、农村电商、农业生态环境

保护、美丽庭院提质升级、豇豆安全生产技术、蔬莱病虫害防治、

水稻科学施肥及栽培技术等专题。2023 年全市组织举办高素质农

民培训共计52期，其中市级培训6期，区级培训46期，高素质

农民培训参训学员的参评率为91%、满意度为 91%。

2.根据协办单位翔安区政府来函反馈的情况，翔安区高度重

视大嶝街道农渔民转产就业工作，结合大嶝街道实际情况，制定

工作措施，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及时推进转产就业工作落实：

一是实施精准帮扶，组织专场招聘。组织大嶝街道劳动保障

工作人员深入开展走访摸排，联系服务有就业意愿未就业的人员，

做到人员底数、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状况、求职意向、培训愿望、

就业去向“六清”，根据服务对象开展个性化职业指导、岗位推荐

等精准帮扶工作。为更好推动大嶝街道农渔民充分就业，计划在

大嶝街道举办专场招聘会，有针对性地向辖区企业征集物业、保

安、保洁等岗位，优先招用当地农渔民。

二是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就业技能。按照技能提升助转移就

业的思路，深入大嶝街道退耕退养社区，调查农渔民培训意愿，

充分结合片区重大项目建设、周边企业用工需求以及社区手加工

产业类型，开展以市场需求和岗位要求为导向的项目制培训，切

实提升农渔民就业能力。2023 以来在大嶝街道举办了 3 期 91 人

次参加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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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引进手加工点，鼓励就近就业。采取国企运营、政策扶

持、区、镇（街）协同推进等方式，在大嶝社区引进劳动密集型

手加工项目，降低技能门槛，让农渔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同时对

辖区户籍人员从事家庭式手加工的，按个人实际月领工资数的

15%给予补助，每人每月最高不超过 300元，促进富余劳力实现家

门口就业。现大嶝街道有手加工点 8 家，2023 年以来带动就业

208人，发放补贴43.66 万元。

三、存在问题

（一）短期内无法争取远洋渔业配额与指标

远洋渔业的捕捞配额、渔船指标是由国家农业农村部统筹安

排，远洋渔业的发展受国家政策导向和国际渔业资源状况左右。

目前，农业农村部不再批准捕捞配额和渔船指标申请，短期内无

法争取远洋渔业配额与指标。

（二）规划海水产品养殖区域与政策不符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厦门市全面彻底清退海域养殖

工作方案》（厦府办[2019]56号），为严格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要求，要全面彻底清退厦门市海域养殖。目前厦门市海域养殖已

全面实现清退，并且严禁新增养殖。规划一定区域的滩涂、海域

进行海水产品养殖目前不符合相关政策和规划。

四、今后推动计划

（一）保障现存点位正常运行，适时推动建设。目前翔安机

场建设正有序推进中，受填海造地及机场建设影响，大、小嶝岛

现状码头及避风坞的开发利用规划与建设受限较大。针对大小嶝

岛现状码头和船舶停泊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会同码头主管

部门和属地街道办保障正常运行，并根据码头布局规划适时推动



－５－

规划码头的建设工作。

（二）扩大转产就业培训对象，注重实操培训。市农业农村

局将在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负责人、种养殖大户、村（居）

干部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培训主体的基础上，同时将失海失地

农（渔）民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训对象，促进提升失海失地农（渔）

民转产就业能力。并在集中理论授课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到龙头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现场培训课时的

培训实用性。

（三）促进转产就业多项并举，提高就业质效。翔安区政府

将继续把促进农渔民转产就业作为增强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

要举措，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充分挖掘就业资源，引进手加工项

目，实施精准就业帮扶，搜集推送就业岗位，进一步提高农渔民

转产就业质效。

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领导署名：曾东生

联 系 人：杨庆勇

联系电话：0592-2853917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2024年 3月 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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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市政府督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