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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渔业资源结构
促进可持续发展

8月1日12时起，岱山县近千艘渔船解禁出海，奔赴

渔场作业。第二天凌晨，满载渔获的渔船返回水产品集中

交易码头，渔民们忙着将首批捕获的梭子蟹进行分拣、装

箱，通过冷链货运销往全国各地。

“今年仅8月份，产值已达150万元！”浙岱渔11227

的“船老大”朱思军介绍，得益于休渔政策，皮皮虾、鲳鱼等

经济鱼类的产值近几年平稳上升。

据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

海、南海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4.5个月，休渔渔船10余

万艘，休渔渔民上百万人。在海洋生物产卵繁殖期、幼鱼

生长期等关键生长阶段停止捕捞活动，有利于保护重点产

卵群体、补充群体数量、增加渔业资源总量，可以促进海洋

渔业资源恢复。

“伏季休渔有利于改善渔业资源结构。”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渔业资源研究室主任陈作志说，南

海的伏季休渔期，正是主要经济鱼类的繁殖期和幼鱼的生

长期。对比休渔前后，单拖渔船的渔获物组成中，优质鱼

类比例由51.0%增加到76.18%，流刺网内的经济鱼类所

占渔获比例由21.35%增加到67.15%。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李应

仁介绍，海洋伏休制度持续实施，对控制海洋捕捞强度、保

护海洋渔业资源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休渔期间海洋渔业

资源得以恢复，补充能力得到提升，休渔结束后渔业资源

数量明显增加，渔业资源结构明显改善。

禁捕措施落地见效
普法宣传、执法监管持续跟进

长江流域禁捕是保护长江母亲河和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举措。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

室主任马毅介绍，长江禁渔直接涉及11.1万艘渔船、23.1

万名渔民，是必须抓实抓好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2020

年1月1日开始，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实现永久性

全面禁捕。2021年1月1日起，“一江一口两湖七河”等重

点水域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

马毅介绍，得益于禁捕措施落地，长江水生生物资源

和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部分水域特定资源的种群数量增

加。2017年率先全面禁捕的赤水河，资源量达到禁捕前

的1.95倍；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监测到的频率增加，长江中

下游“四大家鱼”等短生育期鱼类资源

有所恢复。

在长江流域，执法机

制不断创新，非法捕捞高

发频发态势得到

初步遏制。今年

上半年，各地农业

农村和公安部门

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警力）107.71万人次；共查处（破获）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行政和刑事案件12371起，同比增长26.56%。

伏季休渔期间，相关工作人员严格执法监管，确保伏

休秩序稳定。

5月1日12时起，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渔船全数靠

泊。当天起，5艘岱山籍护渔船“挂牌”上岗。浙舟护渔

019船长戴伟跃，今年已是第五次作为“护渔员”出海。“护

好‘蓝色牧场’，造福子孙后代，很有意义。”戴伟跃说，除了

海上巡检，护渔船还要承担劝阻违规渔船、协助执法临检

等协管任务。

增殖放流养好水
禁捕护水养好鱼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高楼乡盐店村的孙允举跟微山

湖打了30多年交道。今年淮河流域南四湖禁渔期结束

后，这里在7月迎来新的收获季。

放鱼养水、以鱼净水。微山县为恢复和保护生态系

统，持续开展南四湖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今年4月在

南四湖上、下级湖同时开展了春季人工增殖放流活动，放

流鲢鱼、鳙鱼、鲤鱼和草鱼等优质苗种1100余万尾。

“增殖放流投放的鲢鱼、鳙鱼可以过滤湖水中的浮游

生物净化水质，草鱼和鲤鱼食用湖中水草和螺蛳，可起到

转移湖内营养物质的作用。”微山县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工

程师曹霄说。2005年以来，微山县已连续17年在南四湖

实施大规模人工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类优质苗种达

4.2亿余尾。

今年是黄河禁渔期制度调整实施的第一年，黄河河源

区及上游重点水域开始全年禁渔。据统计，1—7月沿黄9

省区共放流黄河鲤、兰州鲇、中华鳖等水生生物2.33亿

尾，促进了黄河流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

以鄱阳湖为首的内陆五大湖泊全部实行禁渔期制度，我国

先后实施长江、珠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松花江流域

禁渔制度，实现了我国内陆七大重点流域和主要江河湖海

休禁渔制度全覆盖。

《中国青年报》见习记者 赵丽梅

有幸跑出地震的人，还在努力与地震留下的阴影

抗争。

地震后，王德芳不敢回家，每天只要一回家，眼泪就不

自觉往下淌。“9·5”泸定6.8级地震里，她的丈夫胡国平再

也不会醒来，她甚至都没见到丈夫最后一面。

9月5日12时52分，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

地震。与震中直线距离约20公里的石棉县爱国村变得摇

摇晃晃，把人晃慌了、晃倒了，也把村里的水、路、电、网都

晃断了。

王德芳是后来才知道丈夫死讯的。地震发生时，她还

在外地打工，赶回家时已经是9月6日了。她家的土坯房

已经垮了，房子旁边的猪圈还勉强围成了圈，她“抢”下了

两头猪和一柜子衣服，每天都从集中安置点带一些泔水回

家喂猪。

这场地震带走了爱国村5位村民，另外还有10余人受

伤。截至目前，村里仍有1人处于失联状态。

地震时，村民都在跑，后来又跑回来确认家人安全，不

少人也跑去帮忙“挖”人。爱国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杨胜勇

一直在组织救人，他跑了约40公里，把村里每户都跑

遍了。

9月6日9时许，爱国村的路没通，救援力量横渡大渡

河进了村。后来，直升机也来了，带来了医疗用品，将重伤

员转移到了医院。

地震后，大家都出不了村。爱国村的路通了又断，循

环往复。一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有一天早上他想出村拉

物资，刚走到一半，前面的路不到2分钟就被滚下来的石

头砸满了，他只得折回。

村民很快就开始自发搭建临时避险点，分组轮流生火

做饭。来帮忙做饭的村民家中或多或少都受灾了，他们每

天要保障600-700人的伙食。

600-700人的口粮并不是个小数目，但集中安置点不

缺生活物资，村民不停从家里搬来肉和菜，还有一些核桃

和梨。

往年过年前，村里几乎每家都会杀2-3头猪，一部分

猪肉熏成腊肉，一部分冻在冰柜里，吃一年。如今，不少村

民把这些肉送到了集中安置点。一路下来，杨胜勇最大的

感触是，“老百姓自发的力量，太可贵了。”

王德芳也是“做饭大军”的一员。她说，自己现在没法

做一些精细的工作，只能给大家打打杂，尽可能出一份

力。“这么多人来支援我们，老百姓也聚在一起，大家先齐

心合力把事情做完”。

9月9日，王德芳的儿子趁着午休回来了。一家人在

丈夫的坟前抱着一起哭，王德芳说，“家没得了，爸爸没得

了”。儿子劝母亲不要哭，“我们以后会好好地保护你。

妈，你要坚强，没有爸爸了，还有妈妈，家才有盼头。”

王德芳的儿子是一名消防员，此前一直在乡上其他地

方参与救援。地震发生后，儿子想赶回来，王德芳不让。

这位母亲想的是：路断了，余震没断，天上一直在“飞”石

头，不能让儿子再有任何事。这几天，儿媳妇一直给她发

微信劝她要坚强，3岁半的孙女也给她发照片鼓励她。

丈夫出事后，很多亲人给王德芳转钱，她不收。她说：

“我再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坚强、努力，慢慢会好起来。”

她不想让家人担心，所以把很多情绪都埋在了心底。丈夫

不在了，生活还得继续，她仍想“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地震前，王德芳每次出门前，都会仔细护肤并做好物

理防晒，村里很多人都说她赶得上潮流。她觉得，农村人

也要活得像城里人一样。

9月15日，爱国村迎来了地震后难得的一个晴天。王

德芳把从家里“抢”出来的一柜子衣服重新洗了一遍，晒干

后，按季节分好了类，用各色的袋子装着。像地震前一样，

那天早上，她用洗面奶洗了脸，涂上防晒霜，出门。

浩瀚江海浩瀚江海，，需要精细保护需要精细保护

申茜

作为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1995年

我国东海、黄海、渤海海域第一次迎来了全面伏季休渔。

20余年来，休渔制度历经14次调整完善，时间不断延长、

范围不断扩大，相关的生态修复、民生兜底、监管执法等

工作机制，也在不断完善。

休渔期间，海洋生物在产卵繁殖期、幼鱼生长期等关

键生长阶段得以休养生息，渔业资源增加、生态环境改

善；开渔后，渔民收成更好了，好处逐渐显现。

14次调整，有的是为了适应各地渔业资源管理特点，

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有的是为了适应管理的统一，提高可

操作性；还有的，是为了更好解决休渔期间渔民的生计问

题……治理思路日益精细，治理方式不断优化。

积跬步以至千里，致广大而尽精微。浩瀚如江海，因

情况复杂、问题多样，更需用绣花功夫实现有效保护；渺

小如海中一粟，也是生态系统重要一环，持续探索，或许

就能找到水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更多答案。从20余年的海

洋伏季休渔，到当前我国内陆七大重点流域和主要江河

湖海休禁渔制度实现全覆盖——在不断完善的制度里，

在日益多元的方式中，在点滴改变、探索、尝试过程中，我

们在江海间努力寻找绿色发展的答案，书写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动人故事。

跑出地震

休渔禁渔 让江海休养生息
《人民日报》常钦

日前，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暨第二十五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开船仪式在象山县石浦港举行。历经4个半月伏季

休渔，渔民喜迎东海全面开渔。至此，今年我国管辖海域伏季休渔结束。

禁渔制度是渔业法确定的保护水生生物资源的一项重要措施。从海洋伏休制度到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捕，

我国内陆七大重点流域和主要江河湖海休禁渔制度实现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