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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长江流域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对保护母亲河生态环境、恢复渔业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禁捕之后，大量渔民不得不上岸谋生，因

此妥善做好渔民上岸后的转产安置，也事关长江禁捕退捕的成败。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长江沿岸地区，看看这里的渔民安置政策落实

得如何，在长江上漂了一辈子的渔民们上岸后日子过得怎么样。

青海麦秀林场加强生物多样性调查——

国有林场亟需摸清动植物“家底”
本报记者 马玉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申维祖

禁捕后如何保障渔民生计禁捕后如何保障渔民生计

5月末的一个清晨，阳光洒下，长江江面上
的薄雾渐渐消散。“今天天气不错！”57岁的刘
加祥早早来到了重庆涪陵清漂码头，驾驶着一
艘打捞船出发了。

刘加祥是涪陵区南沱镇土生土长的渔民，
在长江上打鱼40多年。去年，得知长江流域
即将退捕禁渔后，他上交渔船“洗脚上岸”，应
聘加入到涪陵区长江清漂队，负责驾驶清漂
船。“每天都是早上7点出发，晚上7点收工。”
刘加祥说，除了汛期和暴雨后，日常保洁期在
长江江面上几乎看不到垃圾，水环境越来越
好。“看到母亲河变干净，自己打心眼儿里高
兴。”刘加祥说。

“打了一辈子鱼，我们对长江有感情。”刘加
祥说，以前长江里的鱼种类很多，打鱼效益也
好，现在鱼少了收益也一年不如一年，再不保护
长江的资源真不行了。“虽说不能打鱼了，但我
也想护江、护鱼，为子孙造福。”

涪陵地处三峡库区腹地，境内长江流程77

公里、乌江流程33公里，汇入长江的一级支流
35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
有12条，天然水域面积26.8万亩。全长127公
里的长江重庆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涪陵就占了70公里。

“去年，涪陵区成立了长江流域禁捕和建立
补偿制度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印发《长江流
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并组织召开
了退捕转产工作动员会，截至2019年11月，涪
陵全区421艘捕渔船与101艘捕捞辅助船全部
报废拆解，935名捕捞渔业船员全部退捕上
岸。”涪陵区水产渔政站站长刘顺科告诉记者，
今年1月1日，涪陵区天然水域全面禁渔正式
启动，禁渔区涵盖区境内长江、乌江干流及其河
汊及渠溪河等12条重要支流水域。

与刘加祥一样，不少渔民上岸后干的还是
跟鱼打交道的活。

“其实，我现在也算是‘渔民’，只不过是换
了一种方式。”祖辈都是渔民，自小就生活在渔

船上的张朝明跟鱼打了一辈子交道，退捕后，
50岁的他在涪陵城区开了一家面积18平方米
的门店卖鱼。跟以往不同的是，张朝明现在卖
的不再是江鱼，而是草鱼、鲢鱼、青鱼等水库生
态鱼。“长江全面禁捕后，水库生态鱼生意越来
越火。”张朝明笑着说，自己卖的鱼都是从周边
区县和邻近省份进货，一天能卖出100多斤。

对于未来，张朝明也有自己的打算。“将来，
如果生意做得好的话，考虑自己承包个鱼塘，学
习一些养殖技术，一边养鱼，一边将垂钓等休闲
渔业发展起来，进一步把跟鱼有关的事业做
大。”张朝明说，尽管事业刚起步，但他对市场前
景充满信心。

渔民转产就业，涪陵区政府积极给予引导
帮助。“为了让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过得好，我
们从就业、培训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目前退
捕上岸的渔民已转产就业651人。”刘顺科说，
对有意愿从事休闲渔业的渔民，将会开展技能
培训、创业帮扶等服务。

5月26日天还没亮，谢顺友便穿着“宜昌渔
政”的工作服，早早来到临江坪江段，跳上宜昌江
豚协助巡护船，向下游驶去……但如今，他下江
并不是为了打鱼，而是去护鱼。

“从我爷爷那辈开始就以捕鱼为生，我父亲
5兄弟都是渔民，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近40口
人。”谢顺友是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人，家就在长
江边上。“临江坪江段曾是江豚最集中的活动区
域之一，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江豚明显减
少。”谢顺友说。

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江豚种群数量
衰减，意味着长江渔业资源、生物多样性遭到破
坏，长江生态告急。为保护长江生态，从2002年
长江开始禁渔。2016年，国家将禁捕时长从3
个月延长到4个月。“2008年，胭脂坝水域发现2
头江豚”“2012年，胭脂坝水域监测到3头江豚”

“2017年，宜昌江段监测到17头江豚”……渔政
部门记录着这些可喜的变化。

2018年1月1日起，宜昌中华鲟保护区率先
在湖北省实行常年禁捕，区内从事捕捞作业的渔
民全部上岸转产安置。

不做渔民了，干啥？2018年6月份，宜昌市
渔政监察支队联合宜昌市稻草圈圈生态环保公
益中心申请了江豚协助巡护项目，先后聘请了12
名退捕转产渔民加入到协助巡护长江的工作中
来，将捕鱼人转变为护鱼人，建立协助巡护员队。

经过渔政部门的公开选拔，谢顺友加入了宜
昌市渔业协巡队，成为一名“护豚员”。“每月有
3000元工资，跟捕鱼时差不多。”谈起这份工作，
谢顺友很满意：“虽然我们是业余的，但在我们的
努力下，非法电鱼、捕鱼的人越来越少了。”

宜昌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共有1723艘渔船
需要退捕上岸。截至目前，退捕工作已全部完
成，并为上岸渔民提供了70个协助巡护岗位。
除了奖补一笔资金外，宜昌市还在社保救助等方
面予以扶持，为渔民提供转产专业培训，积极引
导渔民转岗就业创业，有效保障渔民基本生计。

为了增加收入，2016年谢顺友开始尝试在
禁渔期办农家乐。由于缺乏技术，农家乐没有什
么特色，生意并不好。去年下半年，谢顺友参加
了宜昌市人社局举办的创业培训，并对自己的农
家饭庄重装升级，生意逐渐好了起来。如今，农
家饭庄每年为谢顺友带来的收入超过8万元。

据了解，宜昌依托全市44家就业培训定点机
构，为上岸渔民提供叉车、育婴师、创业等50个专
业培训，通过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活动，为退
捕渔民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创业

指导等服务，帮助688名退捕渔民实现就业创业。
同时，宜昌还严格落实低保及临时救助政

策。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
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规定条件的
退捕渔民家庭，按程序纳入城乡低保范围。

与谢顺友一样，很多渔民离船上岸，开启了
新生活。

洪湖是中国第7大淡水湖，过去由于大量围
网养殖等原因，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2016
年初，当地政府对洪湖下大力气整治，“洪湖围网
一亩不留，围网竹竿一根不剩，渔民全部上岸”。

洪湖市政协的调研报告显示，渔民上岸安居
有“四盼”：居住有房子，工作有岗位，医疗有保
障，社保能落实。

洪湖市的上岸渔民有789户2803人，陈玉
祥就是其中一位。用购房补贴、扶贫搬迁补偿和
政府收购渔船的钱，陈玉祥购置了一套128平方
米的房子。老陈每月有3000多元的稳定收入，
他爱人另有工作，两个孩子在小区附近的学校上
学。一家人医保、社保落实后，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整治后的洪湖水质也明显转好，从原来的Ⅴ
类、劣Ⅴ类提升至Ⅲ类。

“对愿意上岸购房的渔民，我们每户补贴7
万元。在此基础上，对限购面积（人均25平方
米）内的再给予补贴，加上渔民补偿款，保障每户
都能在岸上买得起房。”洪湖市住建局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潜江市渔政局负责人何金龙说，该市为236
户渔民建起3个渔民之家，以每平方米900元的
价格将房子卖给他们，确保每一户渔民通过退捕
补贴能够买得起房。“市人社部门专门组织两场
招聘会，422名渔民还参加了养老保险。”

“嘉鱼县禁捕补偿与转产培训同步启动，通过
职业培训、公益岗位等途径，解决好渔民上岸后的
出路问题。”嘉鱼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石六华说。

据介绍，湖北省全面禁捕水生生物保护区数
量占全国总量的25%，长江干流湖北段、汉江干
流常年禁捕总里程超过2000公里。中央财政采
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
捕工作给予适当支持。退捕渔民临时生活补助、
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工作所需资金主
要由各地结合现有政策资金渠道解决。

目前，湖北沿江各地市已因地制宜制定实施
方案，通过资金补助、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创业
支持、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做到上岸渔民应扶
尽扶、应保尽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尽快帮助
3.77万渔民走上岸、立住脚、谋发展。

重庆：

“转业”不丢老本行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湖北：

捕鱼人成护鱼人
本报记者 柳 洁

“明天我值班，下防火点巡查时可
以拍些动植物照片。”“尤其要抓拍一些
高山兀鹫、大鵟或者我们林区特有的世
界濒危物种的资料照片。”像往常一样，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麦秀林场的两
位副场长周国荣与韩富忠一早就商量
好了当天的工作内容。

他们心里都清楚，自2019年全场

启动林区生物多样性调查以来，今年是
攻坚年，年底就要出成果并开展专家评
审。时间紧、任务重，只要有空，全场60
多名职工都会按照分工和要求，分担野
生动植物调查的任务。

麦秀林场是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和建设核心区，也是国有天然林
保护工程的重点林区。2005年12月正

式命名为麦秀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达
67596公顷。

据麦秀林场场长仁青多杰介绍，这次
麦秀林区生物多样性调查是与北京林业
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和西宁行学智旅生态
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展的。调
查包括野生植物、脊椎动物、昆虫、大型真
菌和病害真菌。目前，正对已采集的标
本、拍摄的照片等展开详细鉴定。

“实际上，对林区的生物多样性本
底调查从2014年就开始了。”作为分管
科研的副场长，韩富忠认为搞科研和调
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生物多样性
调查，周期长、投入大、实地跟踪不间
断，还要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然而，对麦秀林场来说，几十年来
对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调查几乎是空
白。韩富忠拿出了麦秀林场最新的一
份资料——1999年由林场职工编写出
版的《麦秀林区植物简志》。“当时由于

调查条件和科技手段有限，《简志》只收
录了483种野生植物。”韩富忠表示，在
生态文明建设优先发展的今天，如何更
好地开展生态保护，他心里没底，更谈
不上思路和手段。于是，韩富忠从一株
株野生植物标本采起、从一张张野生动
物照片拍起。

现在，随着生物多样性调查的开
展，仅林区新记录的野生动植物品种就
超过了200种。“生态保护只有通过科
学数据比对才能说明成效，调查数据最
具说服力。”韩富忠对当前的本底调查
充满信心。

事实上，早在2005年国家启动实
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以来，青海省国
有林场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
而时至今日，如何突破生态保护传统意
义上单纯的“种树、护林、管草”旧模式，
开创新局面、开拓新思想、践行新实践，
已经是迫在眉睫。

毋庸置疑的是，以几十年前，甚至
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数据为资料和基
础，生态保护的严肃性、科学性、权威性
恐怕要打折扣。没有区域和生物多样
性本底调查做支撑，“家底不清”的情况
下更难以实施有效的生态保护。

来自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的资料显
示，全省102个国有林场大多建于上世
纪50年代至80年代。截至2019年底，青
海省共有国有林场110个，分布在39个
县（市、区），总面积9574.93万亩（有林
地面积682.26万亩），约占青海省国土面
积的8.8%，林地面积占全省林地面积的
48.53%。60多年来，全省国有林场已成
为森林资源丰富、森林景观优美、生物多
样性富集、生态功能完善的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青海省国有林场有一
半以上分布在长江、黄河、澜沧江的“三江
源头”及江河两岸，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
了大量优质水源。粗略估算，国有林场每

年涵养水源8000多万立方米，森林植被
碳储量占全省森林植被总碳储量的70%
以上，森林植被碳储量达到3000多万吨，
每年释放氧气2000多万吨。

有专家提出，对国有林场开展生物
多样性调查已刻不容缓。麦秀林场开
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对今后林区更加
科学、更加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具有现
实意义。此外，生物多样性调查数据也
将为我国国际生态话语权、生态文明成
果提供强大支撑。

“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示范省，国有林场依然是中坚力量。”仁
青多杰说，麦秀林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
本底调查，基础数据详实、标本精致、图
片丰富。基于调查结论，麦秀林区野生
动植物资源将得到更加有效的恢复和
增长，全场职工也对今后的生态保护信
心更足了。

2019年12月，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洪湖段渔民自发拆除渔船牌照。 （资料图片）

2019年12月，湖北监利县何王庙江豚保护区32艘渔船被现场拆解。 （资料图片）

青海省麦秀林场风景。 本报记者 马玉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