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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桑基鱼塘系统保护规定（草
案）》已经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现将法规草案公布，向社会各界公开
征求意见。希望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公民和新闻单位予以重视和关心。如有修
改意见，请于2023年9月26日前反馈至湖

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通
信地址：湖州市仁皇山路666号市行政中心
4号楼；邮编：313000；传真：2398359；电子
邮箱：zjhzsfgw@163.com）。

湖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23年9月7日

关于《湖州市桑基鱼塘系统保护规定（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了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市人大常委会拟在10月上旬举行《湖州
市桑基鱼塘系统保护规定（草案）》（以
下简称《规定(草案)》）立法听证会。现
就公开征集听证代表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内容
本次立法听证会的听证内容是针对

《规定(草案)》进一步听取各方意见和建
议。《规定(草案)》全文见《湖州日报》、
《湖州晚报》、湖州人大网站（www.huz-
rd.gov.cn）、“湖州人大”微信公众号。

二、报名条件
1.本市年满18周岁的常住人口，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有较强社会责任感，能够代表广大

群众合理意愿，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3.能遵守听证会各项纪律和注意事项，

同意公开必要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
别、年龄、身份、职业、居住地等）。

三、报名方法
听证代表采取自愿报名方式，符合条

件的报名对象，请登录湖州人大网站下载
并填写报名表，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者

信函，发送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报名期满后，将根据报名情况
确定参会人员并通知其本人。

报名截止时间：2023 年 9月 26日。
通信地址：湖州市仁皇山路666号市行政
中心4号楼，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 办 公 室 ； 邮 编 ： 313000； 传 真 ：
2398359； 电 子 邮 箱 ： zjhzsfgw@163.
com。

特此公告。
湖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23年9月7日

关于征集《湖州市桑基鱼塘系统保护规定（草案）》
立法听证会听证代表的公告

第一条【立法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
本市桑基鱼塘系统的保护，促进农业文化传
承、农业生态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和定义】 本规定适
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桑基鱼塘系统的保护、
发掘、利用、传承活动。

本规定所称桑基鱼塘系统，是指为适应
洼地环境而形成的“塘基种桑、桑叶喂蚕、
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传统循
环农业模式，以及由此衍生的生态农业景观
和桑蚕文化、鱼文化。

第三条【基本原则】 桑基鱼塘系统保
护工作应当遵循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
承的方针，坚持动态保护、协调发展、多方
参与、利益共享的原则。

第四条【政府职责】 市人民政府应当
重视桑基鱼塘系统保护，统筹政策制定，协
调解决桑基鱼塘系统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

市、相关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桑基鱼塘
系统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南太湖新区管理委员会根据授权、委
托，在所辖区域内履行区县人民政府职责。

桑基鱼塘系统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做好桑基鱼塘系统保
护工作，建立桑基鱼塘系统日常巡查等制
度。

第五条【部门职责】 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桑基鱼塘系统的
保护、发掘、利用、传承工作，编制桑基
鱼塘系统保护与利用技术规范，组织相关
培训。

文化广电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桑基鱼塘系
统保护范围内文物的保护工作，并组织对桑
基鱼塘系统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
存工作。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将桑基鱼塘系统保护
的有关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支持学校
开展与桑基鱼塘系统保护利用相关的实践教
育活动。

发展和改革、科技、财政、自然资源和
规划、生态环境、建设、交通、水利、综合
行政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桑基鱼
塘系统的保护、发掘、利用、传承工作。

第六条【社会参与】 桑基鱼塘系统所

在地村民委员会、相关种养殖行业协会和专
业合作社等组织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做好桑基鱼塘系统的保护、发掘、
利用、传承工作。

鼓励各类组织和个人以社会捐赠、志愿
服务等形式参与桑基鱼塘系统的保护、发
掘、利用、传承工作。

第七条【保护区域】 桑基鱼塘系统保
护区域是指：

（一）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定的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核心保护区，即位于
和孚镇荻港村的1007亩传统桑基鱼塘区域
和位于菱湖镇射中村的368亩传统桑基鱼塘
区域；

（二）经区县人民政府申报，市人民政
府批准后纳入保护范围的桑基鱼塘系统区
域。

相关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应当明确桑基鱼
塘系统保护区域的边界，并在醒目位置设置
界桩。

第八条 【保护区域的申报条件及程
序】 符合下列条件的，鼓励由桑基鱼塘系
统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申报，经市人民政
府批准后纳入桑基鱼塘系统保护区域：

（一）桑基鱼塘连片面积为100亩以上；
（二）鱼塘面积与塘基面积比例范围为

四比六至七比三之间。
第九条【规划编制】 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应当编制桑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
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和实施。

桑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应当包括
以下内容：

（一）桑基鱼塘系统的主要特征与价值
分析；

（二）保护区域及核心保护要素现状评
估；

（三）桑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发展目标、
内容、重点措施及项目；

（四）桑基鱼塘系统保护清单；
（五）其他应当纳入规划的内容。
桑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应当与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相衔接，并在生态环境保
护、农业产业发展、旅游发展等专项规划中
予以落实。

第十条【资金保障】 市、相关区县人
民政府应当将桑基鱼塘系统保护资金列入本
级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

桑基鱼塘保护资金专项用于桑地、鱼塘
租金；桑树补种、护理，鱼塘清淤，塘埂、
道路修复，设施用房建设、管理和维护；重
大活动、日常宣传和科研调研、生态与文化
保护补偿、保护与发展奖励等支出。

第十一条【保护义务】 桑基鱼塘的所
有权人和经营权人负有下列保护义务：

（一）保持桑基鱼塘系统的土地利用格
局和原生自然景观；

（二）保持桑基鱼塘系统传统生态种养
殖方式；

（三）修复退化的桑基鱼塘，对长势差
的桑树重新种植、对塌损严重的塘基予以整
修、对存积过多的塘底淤泥进行清理。

第十二条【建设限制】 在桑基鱼塘系
统保护区域内，进行交通、能源、水利等基
础设施以及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应当符合桑
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发展规划，并与桑基鱼塘
系统的历史、文化、景观和生态属性相协
调，采取最有利于保护桑基鱼塘系统的建设
方案和施工工艺。

保护区域内住宅的修缮应当按照历史的
建筑格局和建筑形式进行。

第十三条【禁止行为】 在桑基鱼塘系
统保护区域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擅自移动、遮挡、涂改或者损毁
桑基鱼塘系统保护标志、界桩；

（二）擅自填埋鱼塘或者开挖鱼塘；
（三）毁坏塘基、桑树；
（四）未按照桑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利用

技术规范开展种植养殖；
（五）其他破坏桑基鱼塘系统的行为。
第十四条【专家咨询】 市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桑基鱼塘系统专家咨询工作制度。
编制桑基鱼塘系统保护和发展规划或者

作出有关重大决定的，应当听取专家意见或
者邀请专家进行评估论证。

第十五条【价值挖掘】 市、相关区县
人民政府应当挖掘桑基鱼塘系统的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
（一）以持续推进桑蚕业发展、淡水渔

业生产以及多功能农业发展等为重点，挖掘
桑基鱼塘系统的经济价值；

（二）以乡规民约、道德规范、互助合
作、邻里守望等为重点，挖掘桑基鱼塘系统
的社会价值；

（三）以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技
艺、民俗等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艺术创造灵感等为重点，挖掘桑基鱼塘
系统的文化价值；

（四）以人地和谐、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气候调节、水资源调控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提升为重点，挖掘桑基鱼塘系统的生态价
值；

（五） 以基塘合理布局、物种互利共
生、物质循环利用等为重点，挖掘桑基鱼塘
系统的科技价值。

第十六条【利用与发展】 鼓励组织和
个人利用桑基鱼塘系统资源，发展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研学体验等农文旅融合的业态。

桑基鱼塘系统的开发利用，应当尊重所
在地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听取农民意见，
广泛吸收农民参与，建立以农民为核心的多
方参与和惠益共享机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培养全社会的桑蚕文
化、鱼文化保护和传承意识，鼓励和支持开
展桑蚕文化、鱼文化传播，加强国内外的交
流与合作。

第十七条【集约化经营】 支持组织和
个人通过入股、租赁、合作等形式，依法取
得桑基鱼塘的经营权，实行集约化经营，提
高桑基鱼塘的经济效益。

第十八条【品质管理】 市、相关区县
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组织和个人提升桑基鱼塘
系统保护区域内的农产品及生态、文化产品
的品牌竞争力。

鼓励组织和个人建立优良桑、蚕、鱼等
种质资源库、基因库，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保
存、良种选育和示范推广等活动。

支持在保护区域内的农产品申报绿色食
品等认证，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桑、
蚕、鱼等系列产品。

第十九条【文化传承】 支持组织和个
人通过下列形式，开展桑蚕文化、鱼文化传
承工作：

（一）开展塘鱼养殖、桑树栽培、养蚕
缫丝和展现民俗风情、体验特色美食等生产
生活方式的传习活动；

（二） 收集存档桑基鱼塘系统相关资
料，编撰出版（制作发布）桑基鱼塘保护与
发展读物（视频）；

（三）研发具有桑基鱼塘系统辨识度的
文创产品；

（四）通过展览展示、教育培训、大众
传媒等手段，宣传、普及桑基鱼塘系统知
识；

（五）其他有利于传承桑蚕文化、鱼文
化的活动。

第二十条【褒扬激励】 市、区县人民
政府应当对在桑基鱼塘系统保护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褒扬激励。

第二十一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规定
第十三条第一项，擅自移动、遮挡、涂改或
者损毁桑基鱼塘系统保护标志、界桩的，由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可以处五
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擅自填埋
鱼塘或者开挖鱼塘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三项，毁坏塘基、桑
树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四项，未按照桑
基鱼塘系统保护与利用技术规范开展种植养
殖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湖州市桑基鱼塘系统保护规定（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