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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鱼大赛对加强“两湖”保护管理 
开发利用的启示和思考 

 

市白龙湖管理局 

 

9 月 12 至 13 日，“2015 中国•白龙湖搏鱼大赛”在沙洲镇幸

福岛成功举办，白龙湖同时获批全国自然水域钓鱼比赛基地，湖

泊垂钓这一独特旅游品牌得到全面展示。这次大赛的成功举办，

对加强白龙湖、亭子湖（简称“两湖”）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意

义重大。 

一、“搏鱼大赛”基本情况 

本次“搏鱼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中国钓鱼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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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和市白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联合主办，青川县承办。经过

两天激烈角逐，最终决出获奖队伍 48 支，成都天弓二队以

109.5KG 的总成绩，获得本次大赛冠军，赢得 25 万元现金大奖。

大赛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自然垂钓品牌彰显。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及

香港地区的 630 名钓鱼精英组成 210 支队伍参加比赛，50 余家

国省级电视台、报刊、网络媒体深入现场采访报道，湖南卫视全

程直播赛事盛况。大赛期间，共播发赛事新闻 60 余条，CCTV-5

播报两则 5分钟专题新闻，其他媒体转载 200 余条，微信、微视、

微博紧密跟进、叠加宣传，全方位展现白龙湖“山水生态画廊”

“休闲度假天堂”旅游品牌。 

（二）休闲度假效应凸显。投入资金 758 万元，按照国家级

钓鱼比赛场地建设标准建成 7000 余平方米水上钓鱼平台，并在

垂钓水域投放价值 150 余万元的成鱼，可满足今后 8 至 10 年钓

鱼比赛需要。“十一”黄金周期间，钓台收取门票及钓鱼称重收

费近 2万元，高峰时段还需严格管控人数，成效好于其他新建的

AAAA 级旅游景区，钓鱼爱好者休闲、度假、垂钓的旅游目的地

效应逐步显现。 

（三）群众增收效果明显。大赛期间，还举办摄影展、农副

土特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木耳、土蜂蜜、核桃等土特农产品热

销，带动农户增收，其中“渔家乐”“马家大苑”2 家农家乐赛

后一个月内接待游客突破 2000 人次，实现销售收入 10 余万元。 

（四）环境优化作用突显。青川境内网箱全面清除，率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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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清零”目标，扫清白龙湖水资源保护障碍。完善赛区周边道

路、停车场、公厕等配套设施，赛场全域实现无线 WIFI 覆盖，

切实改善基础条件。规范打造标准化农家乐 31 家，并统一风貌、

统一室内陈设及用品采购、统一定价。 

二、“搏鱼大赛”的几点启示 

大赛的成功经验将促进“两湖”旅游创新发展，在推进旅游

产业扶贫上具有示范作用。 

（一）项目策划是关键。发展旅游产业，需打造旅游精品项

目。总结知名旅游景区开发的成功经验，一个切实可行的项目策

划，决定一个景区的发展方向和核心竞争力，策划就是创意，是

成功的项目包装和旅游规划。 

（二）要素保障是基础。产业要发展，要素是保障。旅游产

业的发展，特别要突出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保障力度。

此次大赛，投入近千万财政资金修建和改造水电、道路、钓台等

设施，切实提升服务环境“软”实力。 

（三）资源保护是前提。市内“两湖”是长江、嘉陵江上游

重要的生态涵养地和水源地，是我市人口和产业相对集中的区

域，也是我市正在打造的集生态、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水

上绿色生态走廊。丰富的水体资源是“两湖”景区的内涵，必须

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才能确保持续健康发展。 

（四）助农增收是核心。举办赛事活动，打造品牌效应，最

终落脚点是带领群众致富增收，让群众得到实惠。此次大赛，充

分调动湖区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既增加收入，又达到富脑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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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观念、提高能力的目的，促进湖区文、旅、体、农等产业互

动融合发展。 

三、加强“两湖”保护管理开发利用的几点思考 

白龙湖、亭子湖作为嘉陵江流域旅游开发的核心区和主阵

地，要加大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力度。 

（一）高起点编制规划。精心编制规划。坚持“先规划后开

发、不规划不开发”原则，协调住建部早日批复《白龙湖控制性

详细规划》。坚持高标准编制《亭子湖总体规划》，科学划分核心

区、恢复区、游览区、控制区等功能分区，确定亭子湖边界范围。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交通、农业、林业、渔业等专项规划编制工

作，着力构建“两湖”科学完整的规划体系。精心策划项目。聘

请旅游策划、项目规划、宣传营销专家，参与“两湖”旅游项目

策划，并争取纳入国家、省项目储备库。依托“两湖”良好的水

域条件，打造水上运动游乐区，重点包装国际游艇俱乐部、极限

运动基地、水上摩托艇体验基地、沙滩高尔夫俱乐部等项目。依

托环湖景观公路，积极争取国际、国家级环湖自行车赛、环湖马

拉松赛等赛事，提升“两湖”知名度。精心推介项目。在航空港、

铁路、高速干线上采取户外广告、公关活动、社区营销等方法立

体营销；与携程网、百度等网络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利用百度贴

吧、天涯论坛等知名论坛进行促销；与游戏开发商合作，讨论以

“两湖”实景为背景开发网络游戏。 

（二）合理开发自然资源。重点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产业，

推进城镇园林化、城周森林化、道路林荫化、庭院花园化、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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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展现我市大山大水大森林。建设生态城镇。按照“统一

规划、梯次推进”原则，以时尚浪漫体验、乡村庄园度假、水上

游艇体验、民俗文化休闲等功能为主导，重点打造白龙湖沙州镇、

三堆镇和亭子湖江口镇、虎跳镇等旅游度假小镇。发展生态经济。

在打造白龙湖幸福岛时，利用幸福岛沿湖一线农业用地及河谷地

形条件，建设规模化油橄榄种植园、林下特色养殖园、林下中药

材种植园等特色农业产业园，辅以农业观光、乡村休闲、田园度

假等功能，打造田园生活区。弘扬生态文化。紧紧围绕“剑门蜀

道、女皇故里”主题，大力建设姚渡三省大戏楼、钓鱼基地、太

阳湾巴风蜀韵（东方神女）乡土艺术馆、古蜀栈道景观走廊等项

目，重点打造“两湖”渔文化、山水文化和蜀道文化。 

（三）全覆盖治理环境。建设环保设施。建设库区乡镇生活

污水、生活垃圾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并推进处理设施向行政村

延伸，力争 3—5 年内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加强污染治理。白龙

湖网箱养鱼全面取缔后，推行“人放天养”生态养殖，严格船舶

污水“零排放”，确保水质安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

免耕覆盖、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等技术，加大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三品一标”

建设力度，从源头上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强化规模化畜禽养

殖污染治理，实施农村卫生厕所建改和农村户用沼气建设工程，

有效处置人畜粪便。淘汰和关闭“两湖”流域落后生产工艺企业，

优化产业、园区、企业布局。加强资源保护和管理。严格落实耕

地保护制度，强化土地综合整治，加大废弃矿山和老矿山治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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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尽快恢复矿区生态环境和地质环境。 

（四）健全制度机制。全面建章立制。出台环境污染、水资

源损害和生态修复补偿等地方性法规，制定完善“两湖”管理实

施细则，确保“两湖”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健全完善督查考核机制，将“两湖”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县（区）

政府、沿湖乡镇综合目标绩效考核体系，重点考核生态环境体系、

生态经济体系、生态人居体系、生态文化体系和污染治理设施建

设等指标，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效能问

责。加强综合执法。探索成立综合执法队伍，推行“一支队伍管

全部”，着力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各自为阵、难以形成合

力等问题。创新监管手段和方式，“两湖”流域内的一切建设活

动实行报批（审）和备案制度，防止违法建设。建立省际区域联

动机制，推动川陕甘三省污染防控跨区域生态保护合作。健全参

与机制。积极争取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移民、水资源有偿使用、

生态补偿、秦巴山区连片扶贫等各类政策，获取更多项目和资金

支持。完善市县乡村四级环境综合治理联动机制，建立专业卫生

保洁和湖面打捞队伍，配齐设施设备。建立环境违法行为有偿举

报制度，主动接受公众监督。组建志愿者队伍，常年开展保护“两

湖”流域生态环境志愿行动。 

（五）多举措惠民富民。“两湖”涵盖 5县（区）40 余个乡

镇和全市 1/3 的人口，扶贫攻坚、脱贫致富任务艰巨。发展乡村

旅游是扶贫攻坚的有效方式，是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抓住乡村旅游发展这个“牛鼻子”，也就攻克了沿湖群众脱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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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题。完善配套设施。从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生态环境、居

民素质等方面着力，加快完善景区景点公路网，提高景区通达通

畅能力。建设改造宾馆饭店、农家乐、渔家乐，配套景点购物点、

文化娱乐设施，不断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旅游品牌。常态化举办

国家级、国际级钓鱼赛事和富有特色的各层级钓鱼比赛，推动垂

钓产业蓬勃兴起，带动发展特色餐饮、酒店住宿、游船观光、生

态渔业等产业。充实人才队伍。注重引进旅游管理、宣传营销、

环境保护等专业人才 5—10 名，为“两湖”保护管理开发利用提

供智力支持。处理好借助“外脑”与培养“土专家”的关系，让

普通群众成为“旅游导游”“讲解员”“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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