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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美编 张妮 热 点

曾几何时，八百里巢湖广袤的
水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渔民，渔民
们在桨声灯影里生生不息地度过
了一个个春夏秋冬。如今，随着巢
湖十年全域禁渔的启动，姥山岛上
渔民延续千年的桨声灯影的捕鱼
生活，画上了句号。

世代渔民，不打鱼能干啥？
八百里巢湖烟波浩渺，姥山岛

如青螺浮水，是巢湖唯一的“湖上绿
洲”，素有“皖中蓬莱”的美誉。岛上
林木葱郁，四季常青，风光旖旎，植
被覆盖率超过百分之八十。岛上只
有一个村子，叫小渔村，这是烟波浩
渺的巢湖水面唯一住人的村庄。近
些年，旅游业让这个昔日名不见经
传的小村名声大噪，端稳了“旅游饭
碗”的岛上人家，把美景变成了“钱
景”，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69 岁的吴智敌老人祖祖辈辈
捕鱼为生，老人的女儿女婿在村里
开了一家渔家乐，正愁着叫什么名
字好，来岛上旅游的几位大学生帮
老人取了个“老船长饭店”，别具一
新的名字瞬间勾起了吴智敌的记
忆，“一辈子和船打交道啊，从小木
船、小铁船打渔再到现在的大轮
渡、快艇载客，生活日新月异啊。”

据小渔村党支部书记刘锋介
绍，姥山岛面积不大，只有 0.86 平
方公里，全村有 319 人，常住人口
160 人。“岛上可耕作的旱地只有
200 亩左右，另外还有 300 亩左右
的茶园，分包到各家各户。这里的
生产环境决定了岛上居民生产方
式的多样性。”刘锋说，以前村里都
是渔民，靠打渔为生，自从景区旅
游热起来以后，岛上年轻的渔民都
转型从事旅游业了。

去年景区客流量突破 120万人
次，充足的客源让从事旅游业的渔
民们受益匪浅，如今，姥山岛已成

为村民眼里的“宝岛”。刘锋说，小
渔村的村民除了直接从事旅游业，
还全员入股巢湖市焦岛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庙渡运公司，每年都
有“分红”。

近年来，长江流域各省市还相
继发布渔民退捕转产实施方案和
补偿制度实施方案，解决退捕渔民
上岸、安居、生活、就业、教育、医
疗、社保等基本需求。

比如，为推进禁捕退捕工作，
湖南省一次性拿出 4 亿元，根据各
地退捕任务的轻重，直接配套到基
层。以益阳市资阳区为例，经测
算，平均每户船舶补偿 2万元、每户
过渡性生活补偿 15000 元、回购捕
捞证 2000 元、提前退出奖励 1500
元，每户社保补贴 7.2万元，每户共
计退捕补偿 11.05万元。此外，按湖
南的标准，上岸渔民每户每月可以
领到 200 元的补助，持续两年。其
他省如安徽，也决定在 2020年拨出
2亿元资金，专门用于禁捕。

又如，为加快做好退渔转产工
作，池州市已培训退渔转产渔民
800 余人，并通过各种途径安排适
合岗位就业。“贵池区和东至县在
渔民集中区先后举办了中式烹调、
电动缝纫、电工培训等培训班，助
于渔民重新就业，同时还采取多种
形式促进就业。”池州市相关部门
人员介绍，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
为渔民做好各项服务，让他们真正
安心离船。

十年的时间不算短，靠江吃江
的 渔 民 要 面 对 寻 找 新 生 活 的 挑
战。十年的时间不算长，对于恢复
一条大江的自然，我们还要从认识
江河的生态系统，保护水生生物的
栖息地，综合管理水流域等多方面
去努力，禁渔是其中重要的一步，
但绝非全部。

禁渔之后 向水再生

十年禁渔能否破解
之困？无鱼

近日，“长江白鲟没有进入 2020 年”的消息登上了网络热搜。
长江白鲟灭绝的消息，来源于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在线发布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专家的一篇研究论

文。专家们在论文中称，长江白鲟这一中国长江特有物种，目前已经灭绝。
长江苦无鱼久矣！近些年来，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部分水系严重断流、河湖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

的“无鱼”等级，一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栖息地和生物群落遭到破坏。
长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在长江守护者们的奔走下，“长江禁渔十年”政策终于落地——从今年 1 月 1 日 0 时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

业禁捕。其中“最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实行暂定为期 10 年的常年禁捕，其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在此之前实施禁捕。”

隆冬时节，长江江西彭泽段。
年近花甲的易秋收站在船头，望着
熟悉的江面，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今年元旦，从事渔政工作二十
余年的易秋收正式步入退休之年，
他多年来守护着的这片长江水域
也 迎 来 了 为 期 十 年 的“ 休 养 生
息”……

1992 年，易秋收从部队转业回
到家乡彭泽县渔政局工作。在他的
记忆里，20世纪 90年代初期彭泽县
的渔业依然兴盛，鱼肉肥美，渔市
繁荣，渔民富足。当时的彭泽沿岸
约有七、八十条渔船捕捞作业，渔
民的年收入能达到两万元左右。

然而，彭泽渔业的兴盛场面未
能持续太久。随着鱼类资源日渐
减少，一些渔民选择退捕上岸，另
谋生计。2002 年，为保护长江渔业

资源，我国对长江开始实行阶段性
禁渔制度。当时已在水上执法一
线工作数年的易秋收对这一政策
非常支持。“那时鱼的数量已经在
减少，鱼也越来越小，渔民们渔网
的网眼也跟着变得越来越小。”易
秋收说。

原来的长江并不是这样的。
“长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七大河流之一。”农业农村部长江
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董金和介绍，“长江有水生生物
4300 多种，其中鱼类 430 多种，170
多种为长江特有。长江也是我国
淡水渔业摇篮，许多经济鱼类的原
种基地和全球极其重要的淡水生
物基因库。”

长期以来，受拦河筑坝、水域
污染、过度捕捞、挖砂采石等人类

活动的影响，长江水域生态环境持
续恶化，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经
济社会发展也遭受到了严重阻碍。

2019 年 9 月，易秋收与同事们
开始展开彭泽县渔民退捕工作，以
确保 2020 年全面禁捕工作的顺利
实施。在走村访户开展工作的过
程中，他欣喜地发现大部分渔民对
全面禁捕工作是持支持态度的。

“有渔民讲，实施长期禁捕是
为了长江渔业资源和生态多样性
的恢复，也是为了子孙后代。”易秋
收说，“鱼越来越少，其实不少渔民
早 已 主 动‘ 洗 脚 上 岸 ’，转 产 转
业。”

张元州结过两次婚，有 7 个孩
子。他 1952年出生，生在鄱阳湖的
一条船上，打了一辈子鱼。如果从
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他是江西省都

昌县的第一批渔民。
“渔民越捕越穷，生态越来越

恶化，这是个恶性循环。”农业农村
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
主任马毅说。

现在，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
刻。2019 年 1 月，在“长江大保护”
的总体战略下，国家决定对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从 2020
年元旦开始，分步骤推开，禁渔十
年。马毅在渔政系统工作了 30
年，他感慨，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
间的禁捕管理，涉及这么多渔民的
退捕工作，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
未有。他去查国内外的资料，找不
到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长 江 流 域 和 沿 岸 湖 泊 纵 贯
8100公里的水面上，11万条渔船和
近 30万渔民，彻底告别了长江。

最后的渔民 弃水上岸

“1040头江豚！”上海海洋大学
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教授还记
得，自己看到 2012 年长江淡水豚
考察结果时的震惊。“连渔民都打
不到鱼，更不要说江豚了。”唐文
乔说，“以鱼为食的长江顶层生物
链，会最先对长江无鱼之困做出应
答。”

我国渔业产量和渔业产值连
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但我国淡水
渔业的摇篮——长江流域的天然
渔业资源却逐年萎缩。青、草、
鲢、鳙“四大家鱼”繁殖数量已不
足上世纪 60 年代的 10%。长江口
中华绒螯蟹亲蟹种群数量锐减。

“有些渔民会采用‘迷魂阵’。”
有专家介绍。渔民将长长的渔网
布在水下，渔网网眼极小，鱼儿一
旦入网受到阻拦，便会沿网乱窜，
碰到预设的网兜就一头钻了进去，
无法脱身。以致无论大小，都被

“一网打尽”。“更可恶的是，这些竭
泽而渔的方式，还会伤害中华鲟、
江豚等珍稀鱼类。”

令人悲伤的是，在一篇近期发
表于《整体环境科学》的论文中，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
究所的科学家指出，在 2005-2010
年时，长江白鲟已经灭绝。

“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
有网友在看到长江白鲟灭绝

的消息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长江白鲟的灭绝，让人再次感

受到了长江生物保护的紧迫性。
事实上，当下的长江生物完整性指
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为了改变“无鱼”困局，长江开
启了十年禁渔——2020 年 1 月 1 日

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
阶段实行渔业禁捕。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十年禁渔
还写入了草案。

草案规定，国家对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实行严格捕捞管理。在长
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
生产性捕捞；在本法实施之日起十
年内，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等重点
水域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具体管
理办法和重点水域范围由国务院
有关部门制定。

不仅如此，草案还在长江流域
标准体系建设的有关规定中，增加
了关于生物完整性指数的内容，明
确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
物种资源状况建立长江流域水生
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并将其
变化状况作为评估长江流域生态
系统和水生生物总体状况的重要
依据。

将生物完整性指数写入草案，
有多重要？

中科院水生所院士曹文宣指
出，生物完整性指数是水生态系统
评价中应用最广泛的指标之一，通
过与非生物因素调查联合运用，可
用来综合分析生物或非生物因素
干扰对一定区域生态系统状况及
其变化的影响。

不仅如此，生物完整性指数还
可以与其他生物参数结合运用，综
合反映水体的生物学状况，进而评
价河流乃至整个流域的健康状态。

“这条规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制度创设，是落实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理念的有力举措。”曹文
宣说。

决心之大 前所未有

长江流域以全国 20%的国土
面积，养育了全国 40%的人口，创
造了全国 40%的经济总量。十年
禁捕的政策落地，并不容易。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
律学院院长、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
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唐议长期以来
着力于长江流域渔政执法能力建
设的研究。他介绍，长江大保护的
保卫战已经打响，但从渔政执法方
面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层
渔政执法人员数量不足，执法设备
落后甚至缺乏必要的执法设备。”
常常遇到的情况是，执法船发现偷
捕现场，可追不上开足马力逃跑的
违法船只。“执法体制存在不顺，相
关法律也尚待完善。”

无论是十年禁渔的有效执行，
还是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的
建立，都涉及一个重要主体——有
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

然而，在涉及多个领域、多个部
门、多个地方的长江保护工作中，长
期以来统分结合、整体联动的工作
机制尚不健全，管理体制条块分割、
部门分割、多头管理依然存在，干支
流、左右岸、上中下游协同治理能力
较弱，整体合力的形成并不容易。

据介绍，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

理办公室正在推动各级政府加强
渔政执法的投入和队伍建设，增加
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无人机、视
频监控等技术，推动集约化管理。
同时打造跨部门长江水上联合执
法平台，在交叉水域、重点时段重
点打击。“据初步统计，2019年各级
渔政管理部门共开展执法行动约 3
万次，查处各类非法捕捞行为 5665
人次。”董金和介绍。

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协调推
进。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农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自 2017 年以来，上海
市农委水产办对上海 192 艘长江
渔船（含 7 艘辅助渔船）、1262 个渔
户情况开展摸底调查，研究拟定了
长江渔船全面退捕并减船拆减的
政策实施路线。截至去年 8 月，申
城 192 艘渔船已全部退出捕捞，长
江上海段水域进入常年禁捕管理。

“去年渔政执法人员始终坚守
长江执法一线，严密监控非法捕捞
高发水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上
海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江禁
捕制度的实施及后续长效管理是一
场持久战。接下来，我们会加强联
动执法，不断加大对长江禁渔违法
行为的威慑和惩处力度，坚守长江
禁捕的底线红线，维护禁渔秩序。”

政策落地 仍需细化

本文综合自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新闻周刊、新民晚报等媒体
报道，本版图片由本报资料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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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长江滋养了一代
又一代中华儿女。可如今的长
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部
分水系严重断流、河流生态功能
退化、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
的“无鱼”等级。治好“长江病”，
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关系
子孙后代，关系民族未来。

握指成拳，合力攻坚。2020
年第一天，长江分阶段十年禁渔
正式开启，这标志着我国在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方
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此，“江
烟淡淡雨疏疏，老翁破浪行捕鱼”
的画面将从长江流域消失。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
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
足。”十年禁渔消息传出，闻者赞
赏，涸泽而渔则无鱼，禁渔才能
修复生态，让长江生态更可期，

这正是为治好“长江病”开出了
行之有效的方子。

诚然，治好“长江病”，既是
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
长江禁渔同样需要各地协作，全
力以赴，方能见效。6300 公里的
长江流经多个省市自治区，今年
禁渔范围是重点水域包括干流
以及所有支流、通江湖泊，要做
的工作有很多：28 万名渔民要安
置，珍稀水生动物繁育要开展，
非法捕捞要打击，饭店、餐桌要
和 捕 捞 江 鲜 说 再 见 ……“ 人 心
齐，泰山移。”有理由相信，只要
每一项行动都能累积一点良方，
集腋成裘、
聚沙成塔，
长江的“痼
疾顽症”终
将 药 到 病
除。

说“病情”，亦需开药方
□ 张妮

渔民捕鱼。

渔船靠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