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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考
刖 茜

本所自一九六O年建立以来，已经过了三十一年，这三十一年，我所由小到大，到今天

、已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的水产研究所。编写本志的目的在于将本所建立发展的情

况和各阶段的面貌较全面的记载下来，为今后加强科学管理和科学研究提供历史的借鉴。

本志本着详今略古，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的方法，除了记述，也配以图、表，以便使读

者更方便的了解本所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面貌。本志记述的时限上自建所开始，下限为一九九

。年底，一般各类统计都截止于此，但个别事项在本志结稿之前已有结果，为保持叙述的完

整，不宜死板的写道半途中断，也突破了时限。

本志的编写自一九八八年便已着手准备，也曾成立了编写委员会，作了大量搜集材料厦

其它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自一九九一年二月起由宁永茂继续搜集及核实材料并执笔书写，

胡国梁同志参加了研究题纲，搜集材料和修改工作。历时半年写出初稿，并将初稿印发全所

各科室场站征求意见，经审定委员会四次开会讨论和修改，始完稿。因为很多历史档案已经

不全，虽已尽力而为，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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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水产研究所所志

第一章 概况

天津市水产研究所成立于一九六零年七月，其前身是一九五九年二月在西郊养殖场鱼种

场基础上建立的天津市淡水水产研究所。成立初期只有十几人，几间平房，设备条件极差，依

靠国家和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全所职工的艰苦奋斗，到一九六六年已初具规模，但“文化大革

命”开始以后，研究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一九六九年九月研究所被撤消，除个别人调往

农林局工作外，其他人员均分配到“五七”干校、百货商场、达仁堂制药厂、第一中药厂等

单位“接受再教育’’和下放劳动。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研究所又恢复建立，原有研究

人员大部分陆续调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天津市水产事业润

发展，研究所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逐年调入和分配大专毕业生充实研究听，到’一九九零年底，

已有职：]L206人，其中科技人员146入，全所设有海水养殖、淡水养殖、鱼病、资源捕捞、加

工环保五个研究室及情报资料室，五个职能科室，一个淡水养殖试验场并领导水产技术擂广

站、渤海水产资源增殖站。拥有固定资产1450多万元，各种科研仪器5 00余套、件，各种实

验室28闾，科研，办公及生活设施等建筑面积71 00多平方米，已成为一个具有多种专业的综

合性水产研究所。

本所地址在天津市解放南路442号，从建所以来没有迁移，当前占地152．7．1卣，其中水面

87亩(见研究所平面图)。

研究所的科研方向和任务是立足于本地区，以应用研究为主，着重解决当前渔业生产上

的重要关键技术问题，促进天津水产业的发展。自建所以来已先后进行了“5项科学研究和

多项技术推广工作。其中包括有新品种的引进驯化、鱼种繁殖、海淡水池塘高产稳产养殖技术、

鱼病防治、鱼用配合饵料和添加剂研制、渔业资源调查和渔业生态环境、水产品加工以及水

产科技推广等方面的课题，其中研究项目有16项，推广项目有4项，分别获得国家级和部、市

级奖励，对天津市水产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全所职工精神面貌奋发向上，安定

团结。我所年年超额完成献血、购买公债，支教扶贫等任务，自一九八六年连年被评为市级

文明单位、市级计划生育先进单位。一九八七后年年被评为市、区绿化先进单位，近几年有

十二人次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及全国性、全市性不同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或荣获市“七五∥立

功奖章。

这些年来，本所的主要经验有：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的方针，两个文明一起抓I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坚持以科研为中

心，紧密结合渔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实行科研、开发、服务、生产一条龙，坚

持系统管理、制度管理、严格管理。

当前存在的主要闾题是：科研条件仍较羞，经费日趋短缺，多数设备陈旧，一些高精仪

l



器利用率低，科研水平与生产发展的需要尚不适应；缺少拳头科技产品，管理水平还不适应

改革开放的要求，应变能力差，人员素质亟待提高。

现在所正在制定新的十年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决心要继续发扬“艰苦、求实、严

谨、实效弦的作风，艰苦奋斗，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力争到二OOO年，使我所成为具有

较高学术水平，较全面的设备功能的科研单位，使部分专业的研究居全国领先水平，并能开

展国际间合作，在我市水产行业发挥明显的科技先导作用，在三北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章机构设置

第一节领导机构与领导体制

水产研究所一直隶属于天津市水产局，属县处级单位，其各届领导干部均由天津市水产

局任命(附历届领导干部一览表)。从研究所成立到一九八二年秋，担任过所级党政领导职

务的先后只有高云蚰、吕袒哲、王琰林、刘书玉四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其他领导同志均不是

水产专业人员，也不是科技干部。一九八三年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一九九。年党政领导

八名成员中有专业技术人员七人，其中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六人，但全领导班子平均年龄

为56．6岁，已达到或即将达到退休年龄的有四人，占百分之五十。

研究所成立后，初期由所长负责领导工作。一九六五年成立党支部，党支部为领导核心。

“文化大革命”中党支部一度瘫痪，一九六七年十月成立“革命委员会”，由“革委会"实旋领

导。一九七三年二月研究所恢复建立，一九七四年二月党支部重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政分工日益明确，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帝iI。党委书记主要分管党务、政治思想工

作及组织建设；所长全面负责业务及行政工作；副所长协助所长工作，按照所长的委托各分

管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的工作。现在五名副所长的分工实行纵横相结合的办法，如有的负责

科研管理，有的负责对外技术服务和经营，有的负责行政管理、财务管理(当前此一工作由

所长直接负责)，副所长还按照各自的业务专长对所属各科室进行横向分工，对各室的研究

工作实施具体指导。有两名副所长分别兼任技术推广站站长和渤海资源增殖站站长，主要负

责本站的领导工作。一九八七年根据改革的要求曾积极准备实行所长负责制，但后来因形

势变化至今尚未实行。一九九。年一月召开了本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党委集体领导，

职工代表会议民主管理，所长行政指挥”的原则得到了进一步落实。

第二节职能机构

建所初期，所内职能机构设置比较简单，科研管理、行政、财务、人事均由办公室负

责。一九七四年将办公室分成业务办公室和后勤办公室，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又改设办公室、

后勤科、人保组。办公室负责科研管理和秘书事务，后勤科负责行政管理和财务工作，人保

组负责人事、保卫工作、党务工作及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八六年九月，后勤科又分为行政科

和财务科。一九八七年为了加强科研管理，单独设立了科研科，人保科与办公室合并为党政

办公室。为了统一管理日益增加的对外技术服务和经营等工作，一九八七年在科研科内设立

了技术咨询服务部，一九八九年二月技术咨询服务部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现在研究所各职能科室的职责范围如下：

党政办公室：负责综合性文件的起草及文件收发批转、文印、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劳动

人事、劳动安全和奖励工资管理工作，负责党的组织，宣传、纪检工作、老干部工作，专业技

术职务管理和继续教育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审计、统计及行政监察工作、治安保卫工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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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来信来访的接待工作等。

科研秘：负责制订本所科研规划和编制年度科研项目汇总计划，重要科研仪器器材的采

购、供应和管理，督促检查各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进行情况，组织科研成果鉴定及科研成果的

申报工作，担负所学术委员会的秘书工作，管理科技档案。一九寸【。零年本所购置了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仪和高压液相色谱仪，设立了面向全所的中心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也归科研科管

理。

行政科：负责全所基建工程的计划、申报、施工管理及房屋维修工作、机电设备固定资

产和房地产管理工作，管理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的采购和发放工作，负责各种机动车辆的使

用、维修保养，负责全所的供水、供电、供热及食堂管理、环境卫生、绿化以及医疗保健工

作。

财务科：负责编制全所财务预算、决算、掌握和监督科研经费和各项资金的合理使用及

现金收付；负责各项津贴、工资的发放，参与各项经济合同、协议的签订，负责各项业务收

入的核算、分配和上交税金，负责固定资产和物资的财务管理。

技术咨询服务部：从事和组织技术开发、技术承包、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技术服务工

作、负责备类经营性技术服务合同的签订执行，负责我所试生产部门及科研生产联合体的管

理工作。

第三节科研机构

一九六零年研究所成立后设淡水渔业、海洋渔业、水产品加工三个研究室。一九七三年重

建后仍沿袭旧制，当时定编86人。一九七七年四月根据当时近海群众捕鱼对改进渔机设备的

需要，将水产品加工研究室撤销，设立了渔业机械研究室。将海洋渔业研究室的部分人员与

淡水渔业研究室合并，改为水产养殖研究室。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由予海淡水养殖事业的发

展，又将水产养殖研究室分为淡水养殖研究室(简称淡养室)和海水养殖研究室(简称海养

室)，并正式成立了淡水养殖试验场(简称试验场)，将海洋渔业研究室改为渔业资源及捕

捞研究室(简称资捕室)，撤销了渔业机械研究室，建立了水产品加工和渔业环境保护研究

室(简称加工环保室)。一九八零年十月建立了情报资料室。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又将水产品

加工和渔业环境保护研究室改为环境保护测试室，新设立了饵料加工研究室。一九八五年七

月又将饵料加工研究室和环境保护测试室调整为饵料研究室和加工环保室，新设立了鱼病

室。一九八七年二月将饵料研究室合并到淡养室，又新设立了育种室。当年七月育种室撤

销，合并到淡养室。一九九零年下半年为调整淡养室与实验场分设而带来的工作上的矛盾，

将淡水试验场由所直属改为归淡养室领导，淡水试验场的名称仍然保留，至此形成了当前的

六室、一试验场的科研机构格局。

第四节 水产技术推广站、渤海资源增殖站

～、天津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九七八年一月批准建立，该站原归天津市水产局直接领导，编制十五人，子一九八三年

四月二十二日由水产局机关大院迁到研究所内，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四日水产局正式决定水产

技术推广站党政均归研究所统一领导，但对外仍挂牌子，推广站仍保持财务独立、业务相对独

立。～九八七年市农委(87)49号文件转发市编委的通知规定天滓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为副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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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单位。该站归研究所领导前的历届领导人有刘海春(副)、岳兆康(副)、赵景泉(剐)。

二、天津渤海水产资源增殖站

该站是根据国务院农牧渔业部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87)农渔字第93号文件“关于天

津渤海水产资源增殖站的批复”，由本所负责建设的，总投资1039万元。一九八七年开始

筹建，按规定于一九九零年竣工，但因地方资金还有213万元没有拔下，工程现尚未竣工，但

已有部分设备开始使用。该站站址在大港区头道沟。该站现有育茼车间三个，4000立方米育

苗水体，暂养池900亩，泵站，抽水能力七个流量，一级、二级、三级沉淀池共380亩，以及

锅炉房、综合楼、食堂等附属建筑。

该站现归研究所领导，下设办公室、生产技术科、基建供销科。该站的建成不但对恢复

渤海水产资源，发展渔业生产有重要意义，而且实际上成为本所的海水养殖研究基地，并领

有工商营业执照，可以对外经营，对本所的经济收入，科研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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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各科、室、场、站历届负责人名单

淡水渔业研究室：王桐芬、刘书玉、王琰林、刘茂钦、朱福庆、予文忠、王馥渠、孙庆海

水产养殖研究室：刘书玉、王馥渠、于文忠、王琰林

淡水养殖研究室：孙庆海、梁淑娟、于明震(副)、壬云祥、朱福庆、魏东升、宋文平(副)

海洋渔业研究室：刘海春、孙庆海、刘茂钦、王馥渠

海洋资源及捕捞研究室：沈源远、刘厚义、陈家余、赵如宏(副)

饵料研究室：于明震(副)钱炳臣(副)

育种研究室：梁淑娟、方茂龄(副)

水产品加工研究室：王士英、胡国梁、刘海春、刘金栋、孙文敏CN}、吴爱民、齐俊敏、张福瑞(戳)

渔业机械研究室；胡国梁

海水养殖研究室；王馥渠、孙庆海、王承惠(副)、李相普(副)、马维林、于刚(哥4)

鱼病室。王玉佩、张勤(副)、程文英(副)

情报室；王士英、孙洁(副)、王馥渠、钱炳臣、徐秀文(副)、薛伟林(副)、张毅(副)

淡水养殖实验场：方茂龄(副)、连承先(副)、李文抗(副)、赵二伏(副)、王克礼
(副)、张树林(副)

天津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岳兆康(副)、吾福荣(副所长兼)、杨金江(副)

渤海水产资源增殖站。王博君(副所长兼)、于刚(副)、赵二伏(副)、张振奎(副)

办公室：王元正、张华庆、王士英、郄洪博、沈新远(勘)、李文魁、王馥渠

业务办公室t王士英、郄洪博

科研科t王馥渠，田忠河(副)、赵煜华，徐秀文(副)

党政办公室：李文魁、刘茂利、胡国梁(副)、方茂龄

后勤办公室：张达、刘海春、李文抗

后勤科；李文抗、陈培成，陈友庆(副)、王博君

行政科：赵二伏、李金祥(副)、王会来(副)，王桐荣(副)、连承先(副)

财务科：陈友庆、徐世芳(副)

技术咨询服务部。王馥渠

政工组：钱炳臣、鲍平

人保科：鲍平、钱炳臣，齐春来(副)、刘绮云(副)、刘茂利(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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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科技队伍

第一节历年队伍状况

一九六零年建所初期，本所共约有职工4 03．，其中科技人员15人，至一九六九年研究所

解散时，全所职工已发鼹到7 o多人。

一九七三年二月重建后，定编86人，其中科技人员51人，工人18人，行政管理人员t7

人。重建后，原有人员陆续调回，至一九七三年底达45人，其中科技人员25人，以后每年人

员陆续增加，科技人员所占比例也逐步上升，具体见附表：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零年科授人员比例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一九

七九年时正式成立淡水试验场，研究所吸收了--{lt,养殖工人(几年中包括其它服务岗位的工

人，共吸收25人)。一九八零年至一九九零年科技人员比例逐步上升，其原因主要是从一九

A．Z-年起每年都要分配一批大中专毕业生来所。九年中共增加大学毕业生58名，中专毕业生

14名，为科技队伍补充了大批新生力量。

一九八七年十月五日市水产局(87)津水办第50号文件规定“各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一律

以九月底在编人数为准，，核定我所编制为189人(包括推广站15人)，一九九零年底实有职工

20 6人，已超编1 7人。

本所技术职务评定情况及技术人员智能结构情况t

一九八零年按照国务院“工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进行了职称评定，当时共评

比工程师19k，助理工程师22人。一九八二年夕有7名助理工程师晋升为工程师。一九八七年

根据上级关于职称改革工作的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又进行了技术职务评定工作，共评定任命

研究员1名(王云祥)，高级工程师6名(朱福庆-刘金栋、王博君、王琰林、孙庆海、刘厚

义)，另有王士英只认定了高级工程师资格，没有任命即退休。评出中级技术职务人员25名，

初级技术职务人员59名。一九八八年又评定任命了高级工程师6名(方茂龄、梁淑娟、沈源

远、徐岳泉，吾福荣、吴爱民)，中级技术职务8名。此后技术职务评定任命工作即进入正常

化。至一九九零年底，全所共有科技人员146名，其中高级技术职务14人(女3人)，中级技

术职务32人(女13人)，初级技术职务87人(女37人)，还有尚未评技术职务的大学毕业毕

3人(女5人)。

从年龄结构看，高级技术人员主要在55—59岁年龄段，中级技术人员主要在50～54岁年

龄段，初级技术职务的有兰分?_---在30岁以下年龄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老结构的断层，

而且中高级技术人员有将近一半的人在近三年内即达到或超过退体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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