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全面推行渔港港长制的意见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

委，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加快推进渔港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进一步转变

渔业发展方式，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根据国家、省

有关部署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全面推行渔港港长制提出如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

标，加快实施海洋强国、乡村振兴战略，以深化渔船渔港综合管

理改革为核心，落实港长对渔港、渔船、船员、渔获和安全管理

等工作的督导、协调、指导责任，强化渔港所有者、经营者主体

责任，全面提高渔港防灾减灾、污染防治、渔业资源管理和综合

监管能力，为“依港管船”提供制度保障。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领导、分级负责。建立健全各级政府领导，有关

部门、渔港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明确各级港长职责任务，落实

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渔港主体责任。依据渔港等级、服务功能



和辐射范围，实行渔港分级管理。

2.坚持陆海统筹、综合管理。推进码头、港池统筹治理，以

渔港为平台和载体，强化渔业资源管理、渔船安全管理、渔港生

态环境保护、渔港生产经营管理，对渔港渔船实行组织化管理，

促进依港管港、管船、管人、管渔获、管安全落到实处。

3.坚持问题导向、因港制宜。根据各区域实际，坚持实事求

是，立足渔港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加强研究，科学分析，整合

资源，找准对策，实行一港一策、精准治理。

4.坚持机构驻港、闭环监督。推动执法管理力量进驻渔港，

加快管理要素向渔港集聚，建立综合协调、信息共享的联动机制，

构建全环节联动的线上线下闭环监督管理机制，确保违规渔船

“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三）工作目标。到 2021年底，全市所有渔港全面实施港

长制，中大型捕捞渔船停泊渔港实现驻港监管全覆盖，全面实行

渔港渔船组织化管理；建立健全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探索建

立渔获物定港上岸制度，渔港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到

2022年 6 月底，各渔港完成港章制定，二级以上和渔获物定点

上岸渔港实现渔政渔港监督执法力量驻港监管，依托渔港的渔业

综合监管体系基本完成。到 2023年底，全市渔港规划建设全面

优化，渔港服务渔业生产、保障安全生产、渔业资源管控、依港

管船等方面综合管理服务能力大幅提高，渔港渔船违法违规行为

明显减少，全市渔港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格局基本形成。

二、组织形式



（一）组织体系。成立市渔港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

称“市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发展改革委、

公安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

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海洋发展局、商务局、

应急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监管局、气象局、消防救援支队

和威海海事局为成员单位。各成员单位应同时明确 1名科级干部

担任联络员，遇有涉及成员单位事务由该联络员负责联系办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海洋发展局，市海洋发展局主要负责人担

任办公室主任。各区市、开发区可参照市级做法，设立本区市、

开发区领导小组。

建立县、镇、渔港三级渔港港长组织体系。沿海区市政府、

开发区管委主要负责人担任县级港长，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主

要负责人担任镇级港长，渔港所有人或经营人担任人工渔港港

长。自然港湾的渔港港长由所属村（居）委会负责人担任，权属

不清的由所属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安排人员担任。

（二）工作职责。

1.市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市领导小组：负责渔港港长制的组织领导，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定期听取全市渔港港长制工作落实推进情况。组织市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履行渔港建设与管理职责，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

大问题。

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落实市领导小组确定的工作任务和



渔港港长制实施过程中的组织协调、调度督导、检查考核等具体

工作，协调有关部门按职责落实工作责任，监督指导下级渔港港

长办事机构完成目标任务，全面推进渔港管理工作。

市海洋发展局：负责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监督指导

沿海区市、开发区加强渔港管理，完善渔港基础设施建设等；牵

头组织开展涉渔“三无”船舶清理整治，依法查处涉渔违法违规

行为；负责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监管；负责渔获物定点上岸渔港组

织申报工作，落实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承担海洋灾害应急救

援的技术支撑工作。负责教育、督促渔船经营人通过合法渠道购

进、使用成品油，配合相关部门加强渔港内成品油经营企业安全

监管。

市发展改革委：指导渔港项目立项，做好渔业执法基础设施

建设和装备建设项目储备，将涉渔企业或个人的违法违规记录纳

入社会信用体系。

市公安局：加强渔港码头、出海船舶治安管理，督促落实出

海船舶、人员信息备案制度，协同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依法查处

成品油违法犯罪、破坏海洋渔业资源、伪造公文、寻衅滋事等各

类刑事、治安案件和阻挠、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的行为。依法查处海岸线内的涉渔“三无”船舶，并对阻碍查处

涉渔“三无”船舶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处理。负责危险化学

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根据职责分工与市交通运输局、应急局、生

态环境局督促企业加强成品油装卸、运输、储存、使用及污染物



排放监管。

市财政局：指导沿海区市、开发区做好渔港公益性基础设施

建设、管护和执法管理力量驻港监管、运行等经费保障工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提供渔业用工招聘服务，组织

开展渔业用人单位劳动用工及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

执法检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共同负责渔港项

目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预审和规划选址审批手续，优先保

障渔港公益性项目用地。

市生态环境局：督促指导渔港开展海岸和海洋工程项目环

评，牵头开展陆源污染物排放环境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排污

行为。负责海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参与应急处置。根据职

责分工与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应急局督促企业加强成品油装

卸、运输、储存、使用及污染物排放监管。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渔港内生活垃圾的转运、处置。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成品油交通运输企业、车辆和人员的资

质资格监督检查，规范成品油运输过程管理；根据职责分工与市

公安局、应急局、生态环境局督促企业加强成品油装卸、运输、

储存、使用及污染物排放监管；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运

输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市商务局：负责成品油流通监督管理工作，严格成品油流通

领域市场准入，加强成品油经营企业资质监督检查，按照规定查

处成品油经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流通秩序。



市应急局：督促指导相关单位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负责渔港内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相关工作。按照分级负责的原

则，指导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协调较大灾害应急救援工

作，并按照权限作出决定，承担较大灾害救援指挥的现场协调保

障工作。指导协调相关部门的海洋灾害防治工作。根据职责分工

与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生态环境局督促企业加强成品油装卸、

运输、储存、使用及污染物排放监管。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指导渔港项目立项。与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共同负责渔港项目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预审和规划

选址审批手续，优先保障渔港公益性项目用地。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批发零售市场、餐饮单位、生产加工企

业生产经营水产品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采购、销售和加工无法

提供合法来源凭证的水产品违法行为。负责成品油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和生产、流通领域质量监管；负责依法查处无照和相关无证

生产经营行为以及相关部门依法提请的成品油违法违规行为。

市气象局：负责海洋灾害性天气和防灾减灾领域气象预报和

发布。

市消防救援支队：指导、监督渔港经营单位履行消防工作职

责。指挥渔港火灾现场扑救，承担或参加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应

急救援工作，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

威海海事局：依照职责参加联合执法行动。

2.港长职责。

县级港长负责本区域渔港港长制落实工作，推动渔港渔船组



织化管理，组织领导渔港建设管理，制定建设发展规划，强化统

筹治理，推动制度建设，完善责任机制，强化渔政渔港监督执法；

监督指导镇级港长履行工作职责，组织协调本级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履行渔港管理职责；组织召开镇级港长会议，协调解决本区域

渔港管理重点难点问题和镇级港长提交的问题；组织开展本区域

联合执法检查，依法查处渔港内各类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镇级港长负责本区域渔港港长制落实工作，推动渔港渔船组

织化管理，监督指导本区域渔港港长履行工作职责；组织召开本

区域渔港港长会议，协调解决本区域渔港管理重点难点问题和渔

港港长提交的问题；对本级无法解决的问题，及时提交县级港长；

协助县级有关部门开展渔港管理工作；调动各方面力量和资源，

定期组织专项检查，落实渔港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渔船管控、

捕捞监管、环境保护责任和措施；指导本区域渔港港长进行渔港

管理。

渔港港长负责渔港管理工作，研究解决渔港管理问题。贯彻

落实渔港渔船组织化管理制度，对渔港渔船实施严管严控，协助

相关部门依职责对渔港实施监督管理；履行渔港渔船管理、生态

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主体责任；落实渔港安全生产、防灾减灾、

渔船管控、捕捞监管、环境保护责任和措施；实施渔船进出港登

记等动态监管；协助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限额捕捞、渔获物定

点上岸管理，探索建立渔获物可追溯制度；对渔港管理中无法解

决的问题，及时向镇级港长报告。

（三）工作制度。



1.建立港长巡港制度。县级港长每季度至少巡港 1次，镇级

港长每月至少巡港 1次，渔港港长每日至少巡港 1次；伏季休渔

期间，各级港长应适当增加巡港次数，及时发现问题并组织整改。

2.建立港长会议制度。由县、镇级港长牵头或委托有关负责

人，组织召开渔港港长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渔港港长制有关工作，

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3.建立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制度。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

期组织召开办公室会议，通报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强化组织指导、

协调联动，督促相关部门落实责任、密切配合，共同推进渔港规

范化管理工作。

4.建立考核问责制度。将渔港港长制落实情况纳入全市目标

绩效管理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各级政府和

负有海洋渔业船舶捕捞监督管理职责的单位、个人不履行或者不

正确履行职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对本区域渔港渔船

不履行主体责任，导致存在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或发生环境污染、

伏休违规等事件，被市级以上有关部门通报的，镇级港长要约谈

渔港港长、渔港所有人和经营主体；存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或发生环境污染、伏休违规等事件，被市级以上有关部门通报 2

次的，县级港长要约谈镇级港长，取消渔港固定停靠港口资格；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环境污染、伏休违规等事件，被市级以上有

关部门通报 3次及以上的，市领导小组组长要约谈县级港长，渔

港进行停业整顿。被上级立案调查或要求追责的，依纪依规依法



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发生越界非法捕捞等严重涉外渔业违法违

规事件的，按照《山东省涉外渔船综合管控责任追究措施（试行）》

进行责任追究。

三、主要任务

（一）健全渔港管理制度。深入落实《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

业船舶管理条例》，加快推进渔港认定，深入实施渔港经营许可

管理制度，科学制定颁布港章港规，明确港域港界，设立港碑

（标），完善进出港、规范作业、环境卫生等渔港日常管理各项

规章制度，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建立渔港违规惩处制度，对履

行主体责任不力、发生责任事故的，依纪依规依法严肃处理。

（二）完善驻港监管机制。沿海各区市、开发区要组织海洋

发展、公安、海警等涉渔部门和沿海镇（街道）渔业管理力量，

根据渔港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统筹配备专职驻港管理人员，确

保大中型捕捞渔船停泊渔港实现驻港监管全覆盖。二级以上和渔

获物定点上岸渔港要配齐配足执法和信息化装备，其他未实现驻

港监管的渔港要明确管理人员。

（三）加大依港管船力度。渔船应确定一处经审核认定的渔

港为固定停靠港口。依托渔港强化对渔船的全过程动态监管，全

面落实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和渔船船位监测制度，将不报告和

瞒报的渔船列为重点检查对象。实施渔船进出渔港登记制度，渔

港应核实进港渔船身份，检查出港渔船安全设备以及船员配备等

情况，并做好相应记录。建立船籍港和靠泊港共管机制，船籍港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业执法机构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认真做

好渔船管控工作；靠泊港所在地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和渔港主体

责任，对非本港渔船靠泊加强监督管理。渔港经营单位要实施常

态化泊港渔船登临检查制度，不得为涉渔“三无”船舶等违法违

规渔业船舶提供港口服务，严防“带病”渔船出港。重点查处“证

件不齐”“船证不符”渔船，严厉打击携带禁用渔具和网目尺寸

不合规渔具的渔船，实行闭环管理。加强伏季休渔管理，严厉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渔捞日志填报监管，强化渔获物定点上岸

管理，加强幼鱼比例检查，建立健全渔获物可追溯机制，探索实

施海洋渔业资源捕捞限额管理。

（四）强化渔船船员管理。渔港应检查出港渔船船员配备情

况，对未按规定配备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的，及时报告本区域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渔业执法机构予以查处。对发现的非法用工情

况，及时报告本区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落实渔业船员

配员标准，引导从业人员参加各类培训，提高安全基本素质。实

行渔业企业、渔船船东和渔业船员违法违规记分管理制度。

（五）强化安全管理能力。落实渔港所有者、经营者主体责

任。全面完善渔港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预案，配齐配强消防、

安检、防灾等基础设施、应急物资，加强成品油监管，严格落实

防风、防火、防碰撞等各项安全措施。依托渔港严查船员配备不

齐、船载安全设备及通讯导航系统缺失、消防设施失效等危及渔

船安全的风险隐患，提高渔船安全保障能力。二级以上渔港要配



套建设气象、潮位和波浪观测设施，不断提升渔港自身安全生产

和防灾减灾能力。建立健全全市渔港的渔港渔船视频监控、电子

围栏等监管系统，并纳入全市统一监控网络，加快打造“智慧渔

港”，全面提升 24小时监控能力。加强渔港执法，常态化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查消各类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严防发生涉外事件、安全生产事故及偷

渡、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六）加强渔港规划建设。按照“满足生产、利于安全、方

便管理”的原则，科学规划渔港建设，重点打造管理规范、设施

完备的综合性渔港，不断扩大渔港辐射带动能力，推动海洋渔业

持续健康发展。优化渔港空间布局，对常年闲置、利用率不高及

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未经批准建设的渔港和小型渔业码头、渔

船停泊点等，要及时清理、规范整治。

（七）创新经营服务机制。严格落实渔港渔船组织化管理，

全面提升行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支持渔港经营主体实行灵活多样

的经营管理方式，创新经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经营和维

护渔港，促进渔港资产保值增值。鼓励渔港提高便民服务能力，

提供行政许可办理、渔船交易、金融保险、政策咨询等服务。条

件成熟的渔港可探索开展船员培训、渔事纠纷民间调解等服务。

鼓励基层渔业自治组织、渔需物资供应、民间救援等单位进驻渔

港，提高渔港社会化服务水平。

（八）加快生态环境治理。按照“全国文明渔港”创建标准



和打好渤海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要求，全面推进渔港环境综

合整治。按照渔港环境整治标准，加大渔港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加快渔港内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垃圾等污染物的接收、转运、

处置能力建设，实现污染防治设施设备全覆盖，建立整治长效机

制，打造清洁渔港、无废渔港、精致渔港。

四、保障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各级要整合涉渔资金，加大对渔港规

划建设、渔港环境整治、渔港升级改造、智慧渔港建设等项目的

支持力度。探索建立长效、稳定和多渠道投入机制，引导金融资

本向渔港建设集聚，鼓励引导社会各界资金投入渔港建设。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级各部门、单位要通过报纸、电视、

新媒体等各种方式，全面宣传推广渔港港长制政策，让从业人员

和全社会及时了解有关措施，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要及时向社

会公布各级港长名单，在渔港码头显著位置设置渔港港长公示

牌，标明港长职责、渔港概况、管护目标、监督电话等内容，主

动接受群众监督。聘请社会监督员，对港长制落实情况和渔港规

范化管理效果开展日常监督与评价。

（三）加强信息报送。县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参照《全市渔

港基础信息采集表》（附件 1），梳理本区域纳入渔港港长制渔

港及港长情况，填写《港长情况备案表》（附件 2），于 10月

15日前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每季度末月 25日前将工作

进展情况、每年 12月 15日前将年度工作情况，报市领导小组办

公室。



附件：1.全市渔港基础信息采集表

2.港长情况备案表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9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1

全市渔港基础信息采集表

序号 区市 名称 类型 所在地 备注

1 环翠区 远遥渔港 人工渔港 环海路 298—7号

2 环翠区 靖子头港湾 自然港湾 威海常春藤学校西侧

3 环翠区 合庆渔业港湾 自然港湾 海源公园东侧

4 环翠区 远遥旁小码头 自然港湾 环翠区远遥村北侧

5 环翠区 湾九里停泊点 自然港湾 华润威海湾九里小区东北侧

6 文登区 埠口渔港 人工渔港 海港路 20号

7 文登区 张家埠渔港 人工渔港 海港路 20号

8 文登区 白云渔港 人工渔港 泽库镇长会口村

9 文登区 庆顺渔港 人工渔港 泽库镇长会口村

10 文登区 文登农队渔港 人工渔港 泽库镇长会口村

11 荣成市 桃园渔港 人工渔港 桃园街道办事处

12 荣成市 八河姚家养殖渔港 人工渔港 东山街道八河姚家村

13 荣成市 崮山前停泊点 人工渔港 东山街道崮山前村

14 荣成市 靖海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东山街道崮山前村

15 荣成市 青矶岛水产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港西镇鸡鸣岛旅游码头西侧



序号 区市 名称 类型 所在地 备注

16 荣成市 鸡鸣岛西圈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港西镇鸡鸣岛

17 荣成市 俚岛湾渔港 人工渔港 俚岛镇俚岛村

18 荣成市 成山鸿源渔港 人工渔港 俚岛镇瓦屋石村

19 荣成市 烟墩角养殖渔港 人工渔港 俚岛镇烟墩角村

20 荣成市 后疃村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后疃村

21 荣成市 后神堂口村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后神堂口村

22 荣成市 香山前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烟墩角村

23 荣成市 德兴公司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苍耳崖村

24 荣成市 沟崖张家村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沟崖张家村

25 荣成市 草岛寨村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草岛寨村

26 荣成市 颜家村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颜家村

27 荣成市 海兴公司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颜家村

28 荣成市 北开公司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工业园区

29 荣成市 峨石山村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俚岛村

30 荣成市 东烟墩村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东烟墩村

31 荣成市 大庄许家村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大庄许家村内

32 荣成市 高绿公司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东高家村

33 荣成市 陈冯庄村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陈冯庄村

34 荣成市 瓦屋石村北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瓦屋石村



序号 区市 名称 类型 所在地 备注

35 荣成市 瓦屋石村东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瓦屋石村

36 荣成市 瓦屋石村西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瓦屋石村

37 荣成市 陈冯庄村南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陈冯庄村

38 荣成市 南我岛村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南我岛村

39 荣成市 獐子岛公司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俚岛镇南我岛村

40 荣成市 塘子咀渔港 人工渔港 虎山镇岳家村

41 荣成市 沙咀渔港 人工渔港 虎山镇沙嘴子

42 荣成市 海成渔港 人工渔港 桃园街道办事处

43 荣成市 碌对岛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崖头街道碌对岛村

44 荣成市 明达养殖渔港 人工渔港 崂山街道斜口岛大桥西

45 荣成市 楮岛渔港 人工渔港 宁津街道东楮岛村

46 荣成市 镆铘岛渔港 人工渔港 宁津街道岛西庄村

47 荣成市 泓运船厂渔港 人工渔港 桃园街道西南海村

48 荣成市 赤山渔港 人工渔港 黄海中路 66号

49 荣成市 马家寨渔港 人工渔港 宁津街道马家寨村

50 荣成市 荣通渔港 人工渔港 港湾街道办事处

51 荣成市 明鑫渔港 人工渔港 港湾街道办事处

52 荣成市 石岛渔港 人工渔港 港湾街道办事处

53 荣成市 石岛新港渔业港区 人工渔港 港湾街道办事处



序号 区市 名称 类型 所在地 备注

54 荣成市 朱家圈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朱口村

55 荣成市 沙口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

56 荣成市 院夼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

57 荣成市 沙北头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沙北头村

58 荣成市 禾丰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沙窝街 888号

59 荣成市 鑫弘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山西头村

60 荣成市 人和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

61 荣成市 沙窝岛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沙窝岛

62 荣成市 山西头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山西头村

63 荣成市 院夼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人和镇

64 荣成市 海成藻业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窑沟村

65 荣成市 涨蒙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涨蒙村

66 荣成市 开发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靖海卫村

67 荣成市 靖海卫村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靖海卫村

68 荣成市 柳口养殖渔港 人工渔港 人和镇柳口村

69 荣成市 朱口东圈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人和镇朱口村

70 荣成市 青鱼滩渔港 人工渔港 寻山街道青鱼滩村

71 荣成市 青鱼滩渔港（东港） 人工渔港 寻山街道青鱼滩村

72 荣成市 青龙嘴渔港 人工渔港 寻山街道蔡家庄村



序号 区市 名称 类型 所在地 备注

73 荣成市 鸭子石渔港 人工渔港 寻山街道蔡家庄村

74 荣成市 寻山所前滩渔港 人工渔港 寻山街道寻山所村

75 荣成市 张家村渔港 人工渔港 港湾街道办事处

76 荣成市 大鱼岛渔港 人工渔港 港湾街道办事处

77 荣成市 宝马渔港 人工渔港 港湾街道办事处

78 荣成市 蚧叭窝渔港 人工渔港 港湾街道办事处

79 荣成市 王家湾渔港 人工渔港 港湾街道办事处

80 荣成市 和兴渔港渔业港区 人工渔港 港湾街道办事处

81 荣成市 明东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大西庄村

82 荣成市 河口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河口村

83 荣成市 蒲家泊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蒲家泊村

84 荣成市 马兰湾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礼村

85 荣成市 腾达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落凤岗村

86 荣成市 东霞口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大西庄村

87 荣成市 落凤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落凤岗村

88 荣成市 龙须水产公司东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大西庄村

89 荣成市 龙须水产公司西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大西庄村

90 荣成市
龙都渔港

（龙须岛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大西庄村

91 荣成市 龙眼港渔业港区 人工渔港 成山镇西霞口村



序号 区市 名称 类型 所在地 备注

92 荣成市 大洋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大西庄村

93 荣成市 海洋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落凤岗村

94 荣成市
落凤岗东渔港

（辰丰渔港）
人工渔港 成山镇落凤岗村

95 荣成市 鸿洋神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成山镇蒲家泊村村南

96 荣成市 宏桥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成山镇蒲家泊村村南

97 荣成市 春伟瑶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成山镇蒲家泊村村南

98 荣成市
大疃养殖场码头

（鑫城山）
人工渔港 成山镇鑫城山公司东

99 荣成市 西霞口海钓码头 人工渔港 成山镇西霞口

100 荣成市 摩天岭旁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成山镇泊南村

101 荣成市
荣济养殖码头

（盛源南海）
人工渔港 成山镇马山

102 荣成市
青石岚岛养殖码头

（先发养殖）
人工渔港 成山镇青石岚岛旁

103 荣成市 崮山前卫养渔港 自然港湾 东山街道崮山前村

104 荣成市 朝阳港大桥西侧停泊点 自然港湾 港西镇朝阳港大桥西侧

105 荣成市 龙都渔队小码头 自然港湾 成山镇龙都渔业公司南侧

106 荣成市 荣济养殖西侧停泊点 自然港湾 成山镇唐家庄村

107 荣成市
马山养殖码头

（宏润养殖场码头）
自然港湾 成山镇西公鹅嘴村村南

108 荣成市 西公鹅嘴养殖船停泊点 自然港湾 成山镇西公鹅嘴村村南



序号 区市 名称 类型 所在地 备注

109 荣成市 养鱼池旁小码头 自然港湾 成山镇宏润养殖场南

110 荣成市 北沙场停泊点 自然港湾 成山镇唐家庄村

111 荣成市 朝阳港大桥东侧停泊点 自然港湾 成山镇朝阳港大桥东侧

112 乳山市 和尚洞渔港 人工渔港 银滩旅游度假区和尚洞

113 乳山市 南泓渔港 人工渔港 海阳所镇南泓村

114 乳山市 乳山口渔港 人工渔港 乳山口镇旗杆石村

115 乳山市 西黄岛渔港 人工渔港 海阳所镇西黄岛村

116 乳山市 寨前西渔港 人工渔港 乳山口镇寨前村

117 乳山市 寨前东渔港 人工渔港 乳山口镇寨前村

118 乳山市 乳山口渔港南港区 人工渔港 海阳所镇后山于家村

119 乳山市 湖心岛渔港 人工渔港 海阳所镇大乳山旅游度假区

120 乳山市 润丰牡蛎港湾 人工渔港 海阳所镇

121 乳山市 旗杆石村码头 人工渔港 乳山口镇旗杆石村

122 乳山市 洋村口港湾 自然港湾 银滩旅游度假区洋村口大桥

123 乳山市 小青岛港湾 自然港湾 海阳所镇小青岛村

124 乳山市 塔岛港湾 自然港湾 海阳所镇杜家岛村

125 乳山市 挂子场港湾 自然港湾 海阳所镇南夼村

126 乳山市 宫家岛港湾 自然港湾 银滩

127 乳山市 杜家湾港湾 自然港湾 海阳所镇南泓北村



序号 区市 名称 类型 所在地 备注

128 乳山市 白沙口港湾 自然港湾 海阳所镇白沙口大桥

129 高区 小石岛渔港 人工渔港 环海路 225-235号

130 高区 双岛自然港湾（北） 自然港湾 初村镇

131 高区 双岛自然港湾（南） 自然港湾 初村镇

132 高区 麻子港渔业港湾 自然港湾 怡园街道毕家疃村北

133 经区
山东鸿源水产有限公司

码头
人工渔港 海埠村

134 经区 皂埠渔港 人工渔港 皂埠村

135 经区 长峰渔业港湾 人工渔港 滨海大道与清华街交叉处

136 经区 百尺所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百尺所村

137 经区 德明海珍品养殖码头 人工渔港 滨海大道 199号

138 经区 黄石圈东码头 人工渔港 屯侯家村北

139 经区 黄石圈西码头 自然港湾 寨子东村北

140 经区 海埠渔业港湾 自然港湾 海埠村

141 经区 五渚河港湾 自然港湾 卫家滩中桥下

142 经区 石家河停泊点 自然港湾 石家河大桥下

143 经区
茅子草口大桥停泊点

西侧
自然港湾 茅子草口大桥下

144 南海新区 前岛渔港 人工渔港 前岛村

145 南海新区 五垒岛港湾 自然港湾 五垒岛



序号 区市 名称 类型 所在地 备注

146 南海新区 昌阳河大桥港湾 自然港湾 昌阳河大桥

147 南海新区 小汪子港湾 自然港湾
冠军体育小镇滨海路香水河

大桥南

148 南海新区 寨前港湾 自然港湾 海景路与蓝湖西路交叉处

149 南海新区 浪暖口港湾 自然港湾 小观镇许家村

150 南海新区 浪暖口渔船停泊点 自然港湾 黄垒河西岸

151 南海新区 大排档渔船停泊点 自然港湾 观海路大排档



附件 2

港长情况备案表

区（市）（盖章） 年 月 日

区（市）

港长设置

**区（市）港长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镇（街道）

港长设置

**镇（街道）港长 **镇（街道）港长 ......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1.**渔港港长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2.**渔港港长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3.......

1.**渔港港长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2.**渔港港长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3.......

......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