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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市市长卢武为《椒江市水产志》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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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椒江市委副书记周五来为《椒江市水产志》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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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市水产志》的出版，是椒江水产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令人欣喜、振奋!

椒江市地处浙江中部沿海，东濒大陈渔场．丰富的水产资源

是大自然赐于椒江人民的巨大财富．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

程中，由于海匪的猖獗，自然灾害的肆虐，鱼行主的残酷剥削，

渔民一直处于贫困不堪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渔民开展渔业改革，组织互助

合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渔船从木帆船，发展为机帆船，使渔

业生产很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渔业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有许多创新．股份制突破了原有的。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核算分配制度的束缚；流动作业渔船，在机

帆化的基础上，又基本实现了渔轮化；渔业生产，从单一的海洋

捕捞，逐步形成。捕、养、加工’全面发展的新格局．这一阶段，

渔港建设规模之大，渔轮发展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

《椒江市水产志》如实地记述了椒江市渔业发展过程和渔业

各方面的成就，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解

檄江市渔业发展历史的翔实资料． ，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渔业在开拓，历史赋于我们改造

社会的重任．不鉴古无以知今，要制订振兴椒江市渔业的蓝图，

必须从椒江市渔业的实际出发，在。耕海牧渔。，建设。海上椒江’



的今天，相信富有进取开拓精神的椒江市渔民、干部和广大水产’

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椒江市水产局局长’ 李正瑞

1 993年1 1月



一、以马列主义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渔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上限不定，

数重要内容略为延伸

制。 ·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组成。全志共lo章、44

节．以文字为主，辅以照片、图、表、录等．

四、历史纪年，解放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解放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年月日的记载，凡用汉字书写的为农历，用阿拉

伯字书写的为公历．

五、资料取自经过考证的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所藏

专著、档案、旧志及Vi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原名；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

名称外，一般均按现行名称。

七、数据一般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如市统计局欠

缺，需作必要更改，则采用经过核实的其他单位的有关数据．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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