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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湖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许多渔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优质的水

资源。作为镇上的重点产业，渔业养殖

尾水的处理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渔都卫士”，联动工作站在设

立之初就已建立起一支群防群治队伍，

定期对偷排养殖尾水、偷倒固体废物等

涉水环境隐患问题进行全面排查、集中

汇总，目前已摸排线索174起，形成打击

成效23起。

随着近几年数字化改革，菱湖镇

还通过数字监管平台，接入重点水域、

航道“云眼”、监控、热成像、水质监测

等感知设备1.2万余路，生态环境、农

业农村等部门互通数据，将 157个尾

水监测系统接入“凌波鱼韵”生态联勤

警务站，对辖区内水域质量开展全方

位实时监测，推动水治理从“线下”向

“云上”迭代，做到外排尾水比河水的

标准更高，真正实现生态养殖“零污

染”。

“生态好了，市场规范了，老百姓的

纠纷就少了。”工作站负责人表示，“我

们就想让百姓过上舒心日，让大家吃上

放心鱼。”

渔都生态治理联动工作站打破了

以往一个部门单打独斗的情况，通过不

断的探索，构建起渔业生产、服务、监

管、生态链等四大功能模块，实现养殖

全要素、全过程监管，同时推动渔业产

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迭代发展，把菱湖

打造成淡水渔业产业高地。

为了使自己养殖的鱼长到最佳状

态，渔民常常会选择购买渔药来作为辅

助手段。

前段时间，养殖户小陈从镇上一家

渔药店购买了调节水质的渔药，没想到

用了两天，鱼塘里的鲈鱼大量死亡，他怀

疑是渔药的问题，便到渔药店要求赔

偿。“你有什么证据，说不定是你的饲料

不对劲呢。”买卖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

下，于是来到了社会治理联动工作站，向

菱湖渔业协会会长沈学能寻求帮助。

沈会长了解情况后，立即与专家一

起对渔药进行鉴定，并对该渔药店的销

售记录展开调查，发现在购买此渔药的

十几家养殖户中，有2户的鱼塘在用药

后出现了死鱼现象。几天后，鉴定结果

显示，渔药没有问题，鱼死亡可能为用药

不规范所导致，渔药店应对相关专业知

识进行传达。在沈会长的多次调解下，

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

“对养殖户来说，没有什么比鱼死了

更大的事，为了避免更多的纠纷和损失，

我们尽力做到更快速的调解和更全面的

监管。”沈会长表示。

为此，工作站不断升级技术手段，通

过线上、线下双渠道，对渔药买卖记录、

渔药检测记录等具体数据进行监管，并

定期对全区渔药、鱼饵、渔具商店及生产

商的产品质量、经营售卖等展开监督检

查和抽样检测，杜绝违禁药品及假冒伪

劣产品的销售。今年，菱湖镇已成功破

获假渔药案件12起。

鱼塘的“枫”景，“渔都卫士”来承包
（上接1版）（上接1版）

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问题出在他

购买的鱼药上，经过与商家漫长的拉扯，

以及一道道程序的审批，老吴才得到相

应的赔偿。

为避免类似场景重现，菱湖镇渔业

协会调解委员会应运而生。近几年来，

菱湖镇以镇渔业协会调解委员会为依

托，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打造了

渔都社会治理联动工作站，并设立了全

省首个渔业生态联勤警务站，成为守护

渔民的“渔都卫士”。

在工作站内，有来自镇社会治理办、

司法所、派出所等多方力量，渔民只需

“进一扇门”，就能快速解决自己的烦心

事。

“还以为要跑上几个月，没想到这么

快就抓到了骗子！”鱼摊摊主老刘在菱湖

镇卖了十几年的鱼，做的都是熟人买卖，

买家先拿货再付钱是常有的事。然而，

今年年初，老刘就遭遇了“钱鱼两空”的

骗局，于是立马跑到警务站寻求帮助。

“你别着急，我现在就跟你去现场看看。”

警务站警长安慰老刘，同时立即报告当

地派出所。

经调查，老刘不是唯一一个被拖欠

销售鱼款的摊主，在多方努力下，这起金

额达200余万元涉渔诈骗案被成功破

获。然而，诸如此类的诈骗案并没有被

根除，为此，“渔都卫士”专门上门发放制

式的《水产品购销合同》，只需买卖双方

填写金额并签名即可，帮助渔民切实维

护自身权益。

渔都社会治理联动工作站“一站式接

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模式，实

现了渔业纠纷矛盾化解全流程闭环处置，

成为了群众诉求的“减压阀”。今年以来，

工作站已调解涉渔纠纷百余起，调处成功

率达98%，涉渔纠纷警情下降47.53%。

双管控解渔药忧

多举措消渔水愁

调解员正在调解一起渔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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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正在检测水质专家正在检测水质专家正在检测水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