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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马鞍山筑牢长江禁捕防线安徽马鞍山筑牢长江禁捕防线——

每一条刀鲚都值得呵护每一条刀鲚都值得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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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安盟——

白鹳归 百业旺
本报记者 余 健

农历三月，是长江刀鱼繁

育的洄游期。长江流域进入“十

年禁渔”又一年，在安徽省马鞍山长江

东西岸线，最忙碌的已不是捕鱼人，而是驾

驶 快 艇 荡 起 一 条 条 银 白 色 波 浪 的 执 法

队员。

守住这抹“青绿”

一大早，马鞍山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副支队长夏德军就带着执法队员赶赴

巡查水域。禁渔区域有没有捕捞船只、捕

捞网具，有没有一人多杆多钩垂钓行为，都

是巡查中要注意观察的事项。

3 月 1 日起，当地开展了打击长江刀鲚

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在重点水域和时

段，加大了打击非法捕捞野生江鲜的日常

巡查力度。不仅禁渔，在港口、港池（汊）、

锚地等场所非法运输长江刀鲚的行为，在

水产品市场、餐饮场所出现“河鲜”“野生”

这样的宣传、销售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我

们 这 里 ，一 条 刀 鲚 等 野 生 江 鲜 都 不 能 买

卖。”夏德军说。

马 鞍 山 是 全 国 最 早 开 展 长 江 流 域

“十年禁渔”的地方。2019 年 7 月 1 日至

今 ，这 里 用 法 治 力 量 护 航 长 江 流 域 生 态

安全，以人防与技防相结合、水上与陆上

相呼应、“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调

联 动 ，健 全 了 一 系 列“ 水 上 打 、陆 上

管、市场查”的执法措施。通过

退 渔 2984 户 ，拆 解 各 类

渔 船 5651 艘 ，在

全 国 率

先 完 成 长 江 干 流 及 重 要 水 域 全 面 禁 捕

工作。

长江流域马鞍山段东西两岸分别拥有

岸线 37.7 公里、57.7 公里。守住这抹“青

绿”谈何容易，更何况在鱼米之乡，河网密

布，湖泊纵横，又与安徽芜湖、江苏南京毗

邻，极易产生禁渔管理漏洞和执法盲区。

为此，当地深入推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全力提升行政执法效能。在当前

的刀鱼繁育旺季，打破原有的分工界限，灵

活调配执法人员参与执法，有效解决了关

键 时 段、关 键 领 域 执 法 人 员 局 部 性 紧 缺

问题。

比人海战术更有针对性的是新技术的

应用。在渔政执法基地，执法队员伍宏敏

正坐在大屏幕前，密切关注着整个辖区水

域。伍宏敏说：“即使在晚上，探头也能对

热点进行感应，一样看得清楚。”从天门山

到马和轮渡，6 个监测点安放在 50 米高空

的铁塔上，利用特殊地理位置瞭望及稳定

网络、电力和维护能力的优势，布点的 4 个

雷达、35 个高清光电、2 架无人机，24 小时

关注着长江上泛起的一朵朵水花，“AI+视

频”“大数据应用+物联网技术”等方式，让

智慧渔政监管 24 小时全口径推进长江禁

渔的“天罗地网”。

除了明察，还有暗访。马鞍山市有两

个工作专班长期进行暗访，一组水上巡，一

组岸上查。他们专门负责到市场、饭店暗

访，重点检查是否销售江鲜，是否以江鲜为

噱头招徕顾客，经营门店前是否有江鲜广

告。一旦发现问题，3 日内反馈，清单销

号。目前，全市已变更、注销含“江鲜”“捕

捞”“渔港”等名称的经营主体 36 个，撤除

店招、店牌 166 个。

严格打击非法捕捞，不仅体现在严防

死守上，更落实在依法惩处上。一旦发现

“电毒炸”“绝户网”捕捞等非法作业方式，

渔政执法机构与水上公安、禁渔区派出所

能在 20 分钟内快速反应、1 小时内联合出

警。自 2020 年 7 月以来，全市共查处相关

行政案件 201 起，立案侦办刑事案件 120

起，抓获刑事犯罪嫌疑人 131 人。同时，马

鞍山市还出台禁渔领域“两法衔接”证据标

准、程序规则和案件移送机制，建立长江生

态法庭和驻长江检察室，实现了渔政执法

与法院审判、检察监督的有效衔接。

上岸生活更美好

告别了渔船和渔网，渔民能否过上更

好的生活，是禁渔能否坚持 10 年的关键。

为帮助退捕渔民上岸立住脚，马鞍山出台

政策保障，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等安置帮扶

措施，有效实现转产渔民从“有生计”到“能

致富”的转变，退捕渔民的转产就业率、参

保率均已动态实现 100%。

裕溪河畔散马滩，上岸渔民钱宏清承

包了 880 多亩养鱼池，并带动 9 户渔民成立

了家庭农场。“在政府帮助下，我干起了鱼

虾、螃蟹、老鳖等养殖工作，也算没离开老

本行。去年农场毛收入预计能在 260 万元

以上，纯收入则达到 120 万元。”他说。

“捕转养”，即捕捞业转为养殖业，

是马鞍山在安徽省乃至全国独

具 特 色 的 扶 持 政 策 。 目

前，405 户 1202 名

退 捕 渔

民得到了资金补

贴、技术帮扶和养殖保险，有效

解决大龄且文化程度低、技能单一的就业

难问题。

曾 经 以 船 为 家 的 薛 家 洼 渔 民“ 三 姑

娘”陈兰香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她在马鞍

山市雨山区的帮助下，开办了劳务服务公

司，带领 9 户渔民“抱团致富”，从事家政

服务、专业保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业

务。“上岸后，我掌握了更多技能，现在不

仅经营公司，还参与长江护鱼护绿、水资

源保护等公益性活动。我们有房住、有

工作、有社保、有学上，心情舒畅。”陈

兰香说。

江 豚 吹 浪 立 ，沙 鸟 得 鱼 闲 。

禁 渔 两 年 多 来 ，效 果 已 初 显 ，马

鞍山江段的鱼类规模和资源密

度 是 禁 渔 前 的 1.5 倍 和 2 倍 ，

长 江 刀 鱼 种 群 已 恢 复 至 禁

渔 前 的 4 倍 。 夏 德 军 说 ：

“ 如 今 ，江 豚 等 稀 有 鱼

种 在 马 鞍 山 江 段 出

现 已 经 挺 常 见 了 ，

这让我们更加坚

定 将‘ 禁 渔 ’

走下去。”

近日，“东方白鹳”成为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市民热议的对象。这种“鸟中国宝”

出现在位于科尔沁右翼中旗的科尔沁国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在 这 里 筑 巢 繁 殖 、哺 育

后代。

看到鸟中“稀客”回归，科尔沁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于有忠非常兴奋。

“过去保护区内每年都有 30 只至 50 只东方

白鹳栖息，并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东方白鹳

在此繁殖，后来由于湿地发生变化等原因，

东方白鹳在保护区内中断了繁殖。”

这几年，通过疏浚河道、河湖连通、湿

地修复等手段，湿地环境得到明显好转，生

态功能得到增强，也为候鸟栖息和繁衍提

供了丰富的条件。在于有忠看来，如今东

方白鹳开始在保护区内筑巢繁殖，是保护

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的一个有力佐证。

兴安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地处

大兴安岭向松嫩平原过渡带。6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一半是草原，三分之一是森林，近十

分之一面积是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面积，水

资源总量 50 亿立方米，是我国东北乃至华

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服务区。

近年来，兴安盟把生态作为立盟之本、

发展之基，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目前，

兴安盟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

别达到 33%和 75%；43%的国土面积纳入生

态红线保护范围；315 条大小河流水质均保

持在Ⅲ类标准以上；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

例连续三年保持在 97%以上。

春暖花开，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

达镇高根营子嘎查的神骏湾生态体验区一

派忙碌景象。“我们正在建设水稻故事馆，

希望通过讲述一粒稻米生长的故事，来深

读中华民族不懈开拓、垦殖、成长和进步的

史 诗 。”高 根 营 子 嘎 查 党 支 部 书 记 王 银

山说。

这片生态体验区原是一处采砂形成的

废弃砂坑，乌兰浩特市利用当地丰富的水

资源，以低成本开发、少人工干预的方式进

行生态修复和治理，如今，这里成了集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生态体验区。

“昔日的废弃砂坑变成了今天的水上乐

园，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的生动实践。”王银山说，神骏湾项目建成

后，辐射带动了周边就业和农副产品销售，

实现了百姓富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加快了

乡村振兴样板区建设，“这个项目不仅为村

民提供不少就业岗位，而且还带动周边农户

‘农家乐’等特色餐饮的发展，有效拓宽百姓

和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 放 下 斧 头 当 导 游 ，小 康 生 活 不 用

愁 ——这是不少阿尔山市原伐木工人的生

产生活变化的写照。”兴安盟阿尔山市林业

和草原局副局长吴青松说，禁伐前阿尔山

市每年有几千立方米的采伐任务，采伐强

度较强，对生态环境影响严重。禁伐后加

强了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改善，伐

区里树木茂密、野生动物成群、生态功能得

到有效恢复。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丰富的旅游

资源，阿尔山市大力发展全域、全季、差异

化高端旅游，推动风景变“钱景”。还着重

发展林下经济和林俗文化产业，走上了一

条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相互促进的发展

路径。

鸟中“稀客”回归、水上乐园再造⋯⋯

这些都是兴安盟生态兴百业旺的缩影。目

前，兴安盟所辖 6 个旗县市中，已有 3 个成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2020 年、

2021 年兴安盟先后创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

兴安盟生态环境局局长李雪冬说，作

为我国东北乃至华北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

生态服务区，兴安盟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持“守绿换金”“添绿

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等转化模式，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着力补齐生态建

设短板，充分发挥科技赋能作用，不断促进

生态产品价值增值。

2021 年 7 月,兴安盟盟委、行政公署委

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开展兴

安盟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工

作。今年 3 月 15 日，兴安盟 GEP 核

算成果发布：2020 年兴安盟 GEP 为

4718.7 亿元，单位面积 GEP 为每平方

公里 855.9 万元，人均 GEP 为 33.3 万元，

初步实现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价

值双增长。

“抓住碳达峰碳中和机遇，加快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

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用好

GEP 核 算 成 果 ，探 索 建 立 生 态

价 值 实 现 机 制 和 多 元 化 生 态

补偿路径。”兴安盟委书记张

晓兵说，下一步，兴安盟将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

决 守 好 生 态 、民 生 、安 全

“三稳底线”，全力做好项

目 投 资 、产 业 发 展 、乡 村

振兴、改革创新、招商引

资“五进工作”，坚定不

移走好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陈莹莹陈莹莹 徐晓燕徐晓燕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改善喀斯特地区农村人居环境

张鸣鸣

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正在

全国推进，农村脏乱差面貌总体得到根本改

善。但是，西南喀斯特地区作为生态脆弱类

型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面临艰巨任务，值

得关注。

西南喀斯特地区以贵州为中心，覆盖云

南、广西、四川、重庆等多个省份，总面积约

55 万平方公里，承载 1 亿多人口。在西南喀

斯特地区高质量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是关

系可持续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近年，该地

区农村生活垃圾污水产生量快速增长，其中

大部分被排入路边沟渠甚至溶洞。由于特殊

地质特征，该地区面临更大的环境脆弱性。

一方面其是水土流失的极敏感地区，另一方

面污染物容易在地表与地下贯通进而污染水

体。因此，亟待在西南喀斯地区构建以生态

文明为导向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机制。

加强生态与人居系统管理，科学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立足当地自然资源条件、

经济社会特征、生产生活方式和村庄组织结

构，谋划喀斯特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

具体来说，要因地制宜出台专项整治方案，打

破行政管理界限，依据生态空间界限科学布局

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强化上级财政资金保

障，鼓励地方合理整合；组织科研攻关，研发适

宜的技术产品、探索有效建设与管护模式。

以资源化利用为主攻方向，鼓励多元主

体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对垃圾污水

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符合喀斯特地区地表

破碎、土壤瘠薄和缺水等地质、资源特征，且

产生的直接经济价值和间接生态价值有利于

吸引社会主体的参与。关键是要鼓励企业和

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实现供水与生活污水一体化管理、污水回

收灌溉统一管理、生活垃圾污水与畜禽粪污统筹管理。另外，要探

索创新排污权、碳汇等指标补偿和交易的机制与办法。

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组织实施流程，提高农民参与意

愿和参与能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既包括农民户内设施的建设和

使用，也包括户外村内公共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农民是否参与建设

管理对整治具有关键作用。针对喀斯特地区农村收入普遍较低、

老龄化程度高等特点，以及居住分散且交通不便等问题，要增强农

民参与意愿和能力。要调查农民厕所使用及垃圾污水现状，在此

基础上选择农民可承受的技术模式；根据农民意愿采取统一或自

建方式开展建设，做好建设和验收环节技术支持，确保奖补资金及

时发放；合理划分农民和政府职责，政府主要负责户外设施和服务

供给，确保转运、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及时有序，农民负责

管护好户内及村内设施，做好垃圾简易分类、粪污就地收集等。

（作者为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首席专家）

图图①① 安徽马鞍山长江大桥边安徽马鞍山长江大桥边，，有着浓浓的春天气息有着浓浓的春天气息。。

濮濮 勇勇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长江安徽马鞍山段风光旖旎长江安徽马鞍山段风光旖旎。。

童祖鸣童祖鸣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东方白鹳等珍稀候鸟东方白鹳等珍稀候鸟在内在内

蒙古兴安盟境内栖息蒙古兴安盟境内栖息。。

王永生王永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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