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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捕成销售噱头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虽然长江刀鱼被

禁捕了，但售卖的饭店仍不少。在上海市

中心一家高档餐厅，门口摆放着“正宗刀

鱼”的广告牌。餐厅经理告诉记者，当天的

刀鱼价格为1680元一条。目前价格已有

回落，前一天还卖2680元一条。该店所售

刀鱼每条在3两到3两半之间。

记者询问刀鱼的产地。“因为禁捕，卖

刀鱼是很敏感的。”餐厅经理含糊其词地

说，“渔民偷偷捕的，一旦被抓到我们店也

不用开了。”

据上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介绍，长江

渔业管理线（东经122度）西侧的长江水

域，严格禁止捕捞。但在管理线东侧的海

洋海域，只要是证件齐全的渔船，依然可以

合法生产作业。这也就是说，长江的刀鱼

是禁捕的，东海的刀鱼则可捕，前者因为肉

质鲜美加之禁捕令，价格高出不少。

在上海另一家餐厅，门口写着“长江刀

鱼上市了”。店内服务员称，所售刀鱼肯定

是“江刀”，总有人偷偷捞的。

记者来到上海规模较大的一家水产市

场——东方水产中心，多家店铺摆出“长江

刀鱼”的招牌。3两以上的刀鱼价格在每

斤1300元至3000元。多位店家称，所售

刀鱼均产自长江流域，因为货源稀少，每天

进货，并按照产量定价。要货需提前预订，

当天发货。

当记者表示，今年长江刀鱼已经禁捕，

如此售卖涉嫌违法时，一名店家直言，如果

有人来查，就会说这些刀鱼是从海里捕来

的“海刀”，而非“江刀”，以免受处罚。

上海水产行业协会秘书长吴常产说，

现在市场上存在用“海刀”冒充“江刀”，但也

确实有渔民铤而走险，在长江上偷捕。这

些禁捕的货源在层层加价后，流到餐桌上。

“三无”船只跨省违法捕捞

记者近日来到长江水域的某渔港。在

靠近驳船点的路口，村屋上有“刀鱼”字样。

一位渔民说，前几天这里还很热闹，这两天

查得紧，不敢交易，冷清很多。当记者表示

想买鱼时，渔民说：“不敢卖给生面孔。”

有村民告诉记者，这里卖的既有“海

刀”，也有“江刀”，吸引了大量本地甚至外

地的鱼贩来进货。捕鱼不会被轻易发现，

交易一般在深夜进行。

为打击非法捕捞，农业农村部长江流

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日前组织联合执法

行动，记者跟随执法队在长江水域巡逻，水

面上仍有小型渔船违法捕捞，2个白天共

抓获船只5艘。

在一艘执法人员扣下的渔船里，除了

刀鱼之外还有鳗鱼苗等其他禁捕的种类。

地理位置显示，作业地处于长江水域上海

段。经查，该船只不具备船舶检验、渔船检

验和捕捞许可证明，属于“三无”船只，当事

人也非上海渔民。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非法捕捞的

渔民大多是跨省作案，在江面撒网后躲藏

于浅滩的小船内或岸上的租赁房里，已经

形成了一个生产、定价、分拣、销售的黑色

产业链。

记者从上海市农委了解到，今年上海

市渔政部门已累计查处长江水域违法捕捞

案件17起，清理没收深水张网等1273顶，

清理浮具4451只，另有2起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过度捕捞、食用对物种
乃至长江生态造成破坏

自2003年开始，我国实行长江全面春

季禁渔，对长江刀鱼等实行专项监测管理，

严格控制捕捞船只数目、网具规格及作业

时间，切实降低捕捞强度。但多年来的情

况表明，长江刀鱼资源的恢复并不理想，现

状依然堪忧。

上海海洋大学教授钟俊生表示，非法

捕捞和环境污染是造成长江刀鱼等鱼类资

源量衰减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一些非法捕

捞者不顾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捕

捞鳗鱼苗而无视长江刀鱼的生长规律，在

长江中设置的鳗苗定置网阻断了长江刀鱼

的生长洄游之路，往往将还是“幼儿”的刀

鱼一网打尽，必须坚决取缔。

根据国务院的最新部署，到2020年，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将实现常年禁捕。农业

农村部 2018 年底也发布通告明确，自

2019年2月1日起，停止发放刀鲚（长江刀

鱼）、凤鲚（凤尾鱼）、中华绒螯蟹（河蟹）专

项捕捞许可证，禁止上述3种天然资源的

生产性捕捞。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长江口，渔民把

网具用竹竿、锚等定置在水中，渔船只要过

一段时间取走渔获物即可。治理行动往往

只是清理网具，难以现场处理船、人。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

长唐议建议，对于违法捕捞，应采取部门协

同区域联动治理，加强陆上源头管控，对非

法船只、所涉人员、相关利益链条的连带人

员一并打击，不能仅仅将监管和执法停留

于水面。

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说：

“过度捕捞、食用对刀鱼这个物种乃至长

江生态造成破坏。为了长江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大家应该对买卖、食用长江

刀鱼说‘不’。”

把廉政档案实实在在建起来

3月27日，在纪检监察组召开的组务

会上，王秀清把这名干部问题的查处过程

进行了通报。“下一步，这些处理结果还要

写进他的个人廉政档案，作为出具廉政鉴

定的依据。”

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如今已成为纪

检监察机关日常分析研判、处置问题线

索的重要参考。据介绍，今年以来，杭

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

共对 9名处级干部出具了廉政鉴定，这

些鉴定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廉政

档案。

强化监督职能，特别要把日常监督实

实在在地做起来、做到位。透过廉政档案

精准发现问题，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就是

一项有力的抓手。

今年初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

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新增“监督检查”

一章，突出监督这一首要职责，专门就党员

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的主要内容作出详细规

定，并要求“廉政档案应动态更新”。前不

久，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对深入推进反

腐败斗争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认真排查廉

政风险隐患，健全防控机制，建立党员干部

廉政档案”。一系列法规制度的出台，为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做好廉政档案工作提供了

重要遵循。

画好单位和个人两张“像”

监察体制改革构建了集中统一、权威

高效的监察体系，将监察对象扩展到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廉政档案的触角

也随着监督对象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延展，

及时填补监督盲区。

除了横向拓展廉政档案的覆盖面，结

合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不少地方将廉政

档案工作同步扩展到基层。“我们探索建立

基层重点监察对象廉政档案，按照先掌握

基本情况后逐步完善的原则，全面收集个

人基本情况、信访反映、组织处理、党纪政

务处分等内容，推动建档工作有形覆盖、有

效延伸。”杭州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市监委

副主任朱华说。

适应监督全覆盖的新形势，借助科技

打造一体化管理平台成为许多纪检监察机

关的共同选择。通过数据抓取、信息比对、

综合分析等一系列手段，打破各个信息平

台之间的藩篱，给廉政档案装上“电子眼”，

监督效应事半功倍。

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生态的“护林

员”，必须加强日常监督，维护“森林”健

康。多地依托廉政档案，通过动态研判

“树木”与“森林”的状况，摸清底数、抓住

个性、掌握全貌，画好单位与个人两张

“像”。浙江省纪委监委将领导干部在民

主生活会上的发言材料纳入到干部廉政

档案中，运用信息化手段动态监督干部廉

洁从政从业情况，通过比对廉政档案中前

后的变化，分析其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

一，对违纪违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

现、早提醒、早教育，为日常监督提供精确

指向。

对杭州市卫健委直属单位的刘某来

说，年初那次惨痛的教训并不会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一笔勾销”。它已被如实反映在

廉政档案中，这既是一次深刻的警示，更是

一次持续的鞭策。

拟提副处级干部漏报“配偶与人合伙注册公司”事项？

用好廉政档案 为个人单位精准“画像”

3两多一条1680元！禁捕的长江刀鱼为何公然售卖？
新华社 王辰阳 吴宝澍 潘旭 岑志连

为保护长江生态，农业农村部发布通告称，从今年2月1日起，停止发放刀鲚即长江刀鱼专项捕捞许可证，这意味着

长江刀鱼进入全面禁捕时代。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仍有长江刀鱼在售，一条3两多的刀鱼在高档饭店卖

1680元。这些刀鱼是如何被偷捕、销售，又被送上餐桌的？

《中国纪检监察报》王卓

杭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王秀清没想到，一沓薄薄的小册

子会成为执纪监督的关键“助攻”。

今年2月，杭州市卫健委某直属单位一名拟提副处级干部刘某公示期间，纪检

监察组照例对其个人重大事项进行抽查。经廉政档案内容比对，发现其配偶与人

合伙注册公司的事项存在漏报的情况。为了核查实情，纪检监察组次日即派人到

工商部门调取资料，发现这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信息确与其配偶完全一致。经调查，

这名干部的配偶将身份证借予他人注册公司的事实水落石出。最终，因未如实申

报个人有关事项违反组织纪律，该名干部被取消考察资格，并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做实做细监督职责，需要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建立

干部个人廉政档案，在此基础上画好个人和单位两张“像”，既是履行监督第一职责

的基础性工作，也为护好政治生态的“森林”提供了做实做细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