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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检查
发现交易方式有猫腻

今年春节期间，兰溪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联合市

场监管局在兰溪某农贸市场开展日常检查时，一家水产

摊位前的一幕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只见老板娘目光躲闪地向四周看了一圈后，从摊位

底下偷偷摸摸拿出一个黑色塑料袋，一名中年女子迅

速接过袋子，两人并无过多言语交流，中年女子便转

头准备离开。

交易方式如此怪异，有猫腻！民警立刻快步上

前，拿过黑色塑料袋一看，里面竟是一只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草鸮。随后，他们在摊位一角另一个

黑色袋子里发现了一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华南兔，在其冰冻仓库里查获华南兔死体 32

只。

警方当即立案侦查，并连夜对经营该

摊位的夫妻陈某和鲍某进行审讯。据交

代，两人平时在菜场做水产生意，会陆

续收购一些“散客”上门来卖的野兔，再

转卖给其他商户，从中赚取差价。其

中，丈夫陈某主要负责联系收购、出

售，妻子鲍某则负责将未能及时转手

卖出的野兔宰杀后藏进仓库冷冻。

雷霆出击
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

经过进一步审讯，兰溪警方发

现，陈某、鲍某背后隐藏的涉及野生

动物犯罪并不简单。警方迅速成立

专案组，进行大量实地走访调查，并

开展证据收集工作，不久，一个以陈

某为首、集“狩猎—收购—运输—贩卖”完整犯罪链条的

团伙浮出水面。

经查，陈某、鲍某系兰溪本地人。从2021年下半年

开始，陈某通过网络联系纠集野味贩子，组成犯罪团伙，

以“低买高卖”“买进卖出”等方式，从黄店镇、女埠街道、

兰江街道等农户手中收购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再采取

客车运货、当面交易等方式，将野生动物贩卖给建德、永

康、东阳等地的收购商分销。仅一年半时间，陈某、鲍某

就非法获利3万余元。

如此大肆收购、跨区域贩卖野生动物，作案方式隐

蔽，涉及人员众多，涉案金额较大，严重破坏当地的自然

生态环境。近日，兰溪警方迅速集结 30余名警力，分为

若干抓捕小组，前往黄店、女埠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3 名，查获非法猎捕的野生动

物死体 47 只、活体草鸮 1 只，累计收缴捕兽夹等禁用工

具171件，一举打掉该犯罪团伙。

目前，陈某、鲍某等 13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非法猎捕、收购、运

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水产摊的神秘黑色袋子里藏着什么？
兰溪警方从怪异交易方式入手，挖出一个收购、贩卖野生动物团伙

《检察日报》 卢志坚 孟婧 李文达

近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西连

岛村的村民广场上，由连云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的游某华、谭某等 9 人非法捕捞水产

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公开开庭审

理。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游

某华、谭某有期徒刑十个月、有期徒刑八个

月，并追缴违法所得，对其余7名被告人分

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至拘役四个月不等

刑罚，同时适用缓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

分，判决 9 人连带赔偿海洋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41万余元。

海边来了“特殊钓友”

近年来，连云港海域尤其是紫菜养殖

场附近海域浮游生物丰富，引来鲈鱼聚

集。由于在这里能收获十几斤至二十斤一

条的海鲈鱼，这片海域迅速吸引了众多钓

鱼爱好者。但是，喜欢聚集在此的钓友发

现，海面上出现了一群钓法奇特的人，他们

使用着一种特殊的工具。

“一排排圆形筐子浮在海面上，每个筐

子上绑着数十上百的渔线鱼钩，这种钓法

不但上鱼快，而且渔获物特别多。我们根

据经验推测，他们每天可以收获几百甚至

上千斤海鲈鱼。”在海边长大的渔民武大叔

说，海钓鲈鱼的黄金期恰恰是禁渔期，这些

人的钓鱼模式会严重破坏渔业资源。

“我们也是在钓鱼，凭什么不让我们

钓？”这些人声称自己的钓鱼方式并不违

法，甚至变本加厉。多个“钓鱼团队”常驻

连云港，昼伏夜出作业，每天都将大量冰鲜

海鲈鱼打包发往福建、浙江等地的水产交

易市场。

眼见劝解无效、屡禁不止，一些法律意

识较强的钓友向连云区检察院进行了举

报。

是正常钓鱼还是非法捕捞？

接到举报后，连云区检察院检察官立

即向长期在这一区域钓鱼的钓友了解详细

情况，查看钓友提供的大量视频资料，并迅

速与海警、渔政等部门联系。

检察官进一步调查了解到，这种钓具

名为定置延绳真饵单钩钓具，简称“延绳

钓”，基本结构是在一根干线上系结许多支

线，末端有钓钩和饵料，利用浮沉装置在相

应的水层进行捕捞。禁渔期使用这种钓具

的行为如何认定，是普通的钓鱼行为还是

非法捕捞，一直困扰着有关单位。

有人认为这不是普通的钓鱼行为，属

于非法捕捞。也有人认为这种钓具不在农

业农村部禁用渔具之列，江苏省的伏季休

渔公告也没有明确禁止“延绳钓”。由于在

连云港甚至江苏省从未见过这样的钓鱼方

式，相关执法部门没有找到先例作为管理

和执法参考。

确定“延绳钓”到底属于钓鱼行为还是

非法捕捞，成为破解此案的关键。

检察官经过深入调查并查阅相关资

料，认为“延绳钓”有别于以休闲娱乐为主的

竿钓，虽然名为“钓”，但实际上是进行捕捞，

如果还具有售卖营利的目的，就应当认定

其为一种商业捕捞行为。“渔业法规定我国

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这些使用‘延绳钓’

的人员驾驶普通快艇，没有渔业船舶检验

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更没有捕捞许可

证，他们在禁渔期大规模、长时间进行‘延

绳钓’作业，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与其他非

法捕捞方式并无不同。”

当地渔政部门工作人员也认为，当目

标鱼是海鲈鱼、金枪鱼、鳗鱼等个体较大的

鱼种时，这类作业方式的捕捞效果甚至高

于普通网具。

庭审开在渔村里

办案期间，连云区检察院组织了多轮

研讨，并邀请农业部门、公安机关、省水产

研究所、高校等部门的业务专家参会。经

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该水域发生的上

述“延绳钓”行为既违反了国家伏季休渔政

策，也违反了有关渔业法规，属于假借钓鱼

之名实则进行非法捕捞的行为。

最终，连云港市公安局连云分局对游

某华等人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立案侦

查，并于 2022 年 6 月将该案移送至连云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查明，2021 年 5 月初至 6 月

底伏季休渔期间，谭某与游某华等 9 人在

连云区附近海域驾驶两艘快艇，使用“延绳

钓”方式出海捕捞 24 次，捕捞渔获物 8000

余斤，销售金额 26 万余元。2022 年 10 月

8日，该院对此案提起公诉。

为有效预防和打击非法捕捞违法犯

罪，在连云区检察院的建议下，近日，法院

开庭审理此案，并将庭审现场安排在被告

人谭某的居住地，即非法捕捞上岸码头所

在地的连岛。

庭审吸引了当地数百名渔民前来旁

听，同时，该院还邀请了市、区两级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公益代表等10余人参与旁

听。检察官诉请判令涉案9人承担刑事责

任，并负担因非法捕捞行为造成的海洋渔

业资源损失等生态修复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游某华、谭某

等 9 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在禁渔期使用

“延绳钓”捕捞方式在连岛附近海域非法捕

捞水产品，价值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均

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并应连带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法

庭当庭宣判后，9 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

判。

禁渔期内可以“延绳钓”吗？

通讯员 董泽琪 本报记者 江胜忠

非法猎捕、出售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严

重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平衡。然而，

总有人为一己私利以身试法。日前，兰溪警

方通过循线追踪及全链条打击，成功破获一

批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案，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3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