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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家住在水中央，两岸芦花似围墙。撑开

船儿撒下网，一网鱼虾一网粮。”

安徽省巢湖市烔炀镇唐嘴村董劲松，14 岁就

开始跟着父亲董吉平在巢湖打鱼，曾经，捕鱼是

还过得去的营生。他的妻子赵素霞，26 岁那年嫁

到 董 劲 松 家 ，懵 懵 懂 懂 地 和 董 劲 松 定 下 了“ 约

定”，日出而捕，日入而息，在巢湖上一道捕鱼谋

生计。

2019 年 1 月，巢湖渔业生态保护区实施全面

禁捕。上岸后，自己工作咋解决？家里开支怎么

办？娃儿上学如何保障？一个个实际问题摆在

了他们面前。

一项项好政策密集出台，技能培训、转产就

业、补贴到位、社保兜底，上岸后，董劲松一家人

过上了越来越富足的小康生活……

一本就业账——
转 产 出 实 招 ，有 稳 定 的 工

作，就有美好的生活

伸出蒲扇一般、满是老茧的大手，把撑杆小

心翼翼地收好归拢，执拗的董劲松张望着烟波浩

渺的巢湖水面。

“抬头望天，低头见水，看不见岸啊！”董劲松

喃喃自语。脚下波涛汹涌，头上乌云密布。骤然

间，狂风袭来，掀起层层巨浪。划盆剧烈摇晃，董

劲松勉强稳住身形，双手握桨，奋力划动。一回

头，妻子赵素霞一手扒紧船沿，另一只手拼命拽

网 。 转 瞬 ，大 浪 越 过 船 头 ，汹 涌 着 压 向 了 头 顶

……“又想起过去捕鱼的日子了。”

家住巢湖边，烟波浩渺鸟飞旋。今年 45 岁

的董劲松，少年时就随父亲下湖捕鱼，在船上，一

漂就是 30 年。“除了打鱼不会别的。收成，全靠

运气。”回忆过去的日子，董劲松拉开话匣子：“十

网打鱼九网空，逮到一网就成功。多的时候，一

天能打上百斤鱼，卖个好价钱。运气不好时，起

早贪黑，空手而归是常事。”

天一冷，湖面结冰，赵素霞就带着榔头把冰

敲碎，渔船这才离岸：网米虾、拉毛鱼、捕大鱼。

“一年说是能挣小十万，刨去成本，也就剩下

三四万块钱。”赵素霞细细算起账来：渔网虾笼都

要钱，一张网 140 元，一次撒网上千条，坏了就得

换。柴油机年年请人修，一旦出湖捕鱼，两三百

斤柴油一次性往船上搬。

“拉虾子时，机器从早开到晚，一天要耗几十

斤油，太贵了，攒不住钱。”回想起来，赵素霞仍有

些心疼。

2019 年 1 月，巢湖渔业生态保护区全面禁捕

的消息传来，正值过年，两口子捕鱼刚回来。正

月初八，唐嘴村党总支书记王世昌登了门，一进

屋，开门见山：“你们上岸吧！”

“等到 6 月开湖季再看吧，说不定还能继续

干。”董劲松对捕鱼仍抱有期待。

赵素霞听后，沉默一阵，突然开口：“我们一

分地没有，除了捕鱼，啥也不会，上岸后怎么办？”

“鱼肯定不能捕了，春节后我给你们介绍工

作！”王世昌很肯定。

没有技术，咋找工作？王世昌找着唐嘴村老

乡曹雁冰，老曹在合肥市里办企业，厂里正缺人

手。2019 年 2 月，董劲松成了一名焊工。过去撒

网捕鱼的手，经过培训，拿起焊枪。像董劲松这

样的建档立卡渔民，老曹厂里招了 8 个人。

“老家开门就见湖，我过去也下湖捕鱼。大

学毕业后自主创业，现在全村有 100 多人在我这

干活。”能为上岸渔民提供一份稳定工作，曹雁冰

很开心。

转眼，就是 3月。通过招聘会，赵素霞成了镇上

一家电子科技公司的工人。家门口就业，还能照顾

儿子上学、生活。

“我负责包装变压器，活不难，手速上来后

工资还能涨，比过去捕鱼轻松得多。”赵素霞盘

算 ，如 今 两 口 子 都 在 厂 里 干 活 ，没 了 捕 鱼 成 本

不 说 ，少 了 风 吹 浪 打 的 危 险 ，也 少 了 提 心 吊 胆

的不安。

实现转产就业，是保障渔民长远生计的根本

之策。2020 年 7 月以来，合肥市印发《关于巢湖

禁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落实

禁捕退捕渔民结对帮联制度有关要求的通知》等

文件。根据退捕渔民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技

能水平等情况，举办多场退捕渔民就业帮扶专场

招聘会、技能培训班。

巢湖市禁捕办工作人员李日智说，“我们开

了 6 个班，从水产养殖、果树种植、渔网编织等方

面对 248 个渔民进行就业培训，效果蛮好！”

站在巢湖渔业生态保护区的围堰上，合肥市

委书记虞爱华喜欢同上岸渔民拉呱：“每家接收

渔民就业的企业都有一个方案，总有一款适合

你！有稳定的工作，就有美好的生活。”

一本收入账——
补 贴 到 位 ，扶 持 有 力 ，让 上

岸渔民稳稳增收

走进董家小院，油菜尽情地在冬季吐出新

绿，芦花鸡在篱笆前踱来踱去。一个小木船映入

眼帘，“这是划盆，两头尖，中间宽，造价低，不易

翻。过去我们就坐在这上面下网。别看它个头

不大，但实用，能抗风。”小两口的三条船，赵素霞

门儿清：大的水泥船 25 米长，可住家，能做饭，但

因没有捕捞证，政府补贴了 1.5 万元。小铁船，证

件全，补了 10 万元。“上岸后，渔船补贴我们一共

拿到了 11.5 万元。”

划盆为啥留了下来？赵素霞说：“前几年我

在家门口开了个藕塘，采摘季节，坐着划盆采莲

藕更方便。池子里再养点鱼，也能挣点钱。”

“这个划盆，是爷爷的父亲那辈留下来的，留作

念想。”董劲松冷不丁冒出一句话。

厨房不大，灶边两捆芝麻秆，门口一袋花生

壳，木门，木桌，木橱柜。一顶印有“劳动致富”字

样的草帽，挂在墙上，格外醒目。

“芝麻、花生、玉米都是自家种的，能吃能卖，

剥剩的壳还能当柴火。”董劲松的妈妈赵小贞系

着围裙，“过去，你们要这个时候来，家里准没人，

都下湖捕鱼去咯！不管天多冷，套上雨鞋、雨裤

就上船。”

2 亩水田、3 亩山地，是赵小贞和董吉平分

到的田地。他们是兼业渔民：农忙下田种地，农

闲下湖捕鱼。“过去地都自己种，现在年纪大了

忙不过来，就流转了一亩出去，一年能有 500 块

钱租金。”

“六七十还是劳力！”谈起地里的收成，赵小

贞 掰 着 手 指 数 起 来 ：刨 去 成 本 ，花 生 一 年 能 卖

1000 元，玉米能有 800 元，加上水稻收成的 800
元，靠务农，全家年收入能有 3000 多元。

董劲松在合肥上班，每月回家一趟。2020 年

9 月，合肥市出台政策，针对跨区就业、签订 6 个

月以上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退捕渔

民，就业补助资金按照每年 600 元的标准给予交

通费补贴。针对劳动年龄内与小微企业签订 6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退捕渔民，每人还能拿到

3000 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

“ 上 班 每 月 能 拿 6000 多 元 工 资 ，还 有 补

贴！”董劲松欢喜得很，“算上爱人的收入，一年

稳挣八九万元。”

“细化政策，补贴发力。”安徽省巢湖管理局

局 长 、合 肥 市 禁 捕 办 主 任 余 忠 勇 介 绍 ，对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退 捕 渔 民 进 行 培 训 时 ，培 训 期 间 每

人每天能拿 50 元生活费补贴。居家就业的退

捕 渔 民 能 获 得 2000 元 资 金 补 助 ，建 设 渔 业 健

康 养 殖 基 地 的 退 捕 渔 民 每 户 可 以 申 请 5000 元

资金。

按照“一船一档、以证定船、以船定人”原则，

合 肥 市 摸 清 了 巢 湖 退 捕 渔 船 、渔 民 基 本 情 况 。

2020 年 7 月 31 日，巢湖水域 2017 年核准的持证

捕捞渔船 3464 艘、渔民 2209 户、捕捞劳动力 5638
人的基础信息，全部录入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退捕渔船管理信息系统，做到了“不少一

船、不漏一户、不缺一人”。2020 年 7 月 22 日，巢

湖水域剩下的捕捞渔船 107 艘、渔民 93 户全部退

出捕捞，实现“船拆解、网销毁、证注销”，累计发

放退捕补偿资金 45285 万元，实现持证渔船退捕

“应补尽补、到船到户”。

大风起处，滚滚波涛涌向岸边。烔炀镇党委

书记黄从平指着远处：“稳定的收入，稳住了上岸

渔民。瞧瞧，再也见不到捕鱼的帆影了！”

一本保障账——
就业社保全覆盖，上岸渔民

生活更安心

“湖里来，湖里往，一天不捕心发慌。”说起捕鱼

的艰辛，赵小贞还是禁不住“吧嗒吧嗒”掉泪，扛着

沉重的渔具，腰压得直不起来，落下肾下垂的毛病。

更令赵小贞揪心的是，孩子没人照顾。董

劲松出生没几天，她就为着生计上了船。赵素

霞也感叹：“孩子刚满 1 岁，我就跟着他爹下湖

捕鱼，几十天见不到一面。想孩子了，只能在船

上抹眼泪。”

董旭荣这个名字，深藏着董劲松对娃儿未来

的期许。“孩子早上七八点钟出生的，那会儿太阳

刚出山头，他爹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想着旭日

东升的好事呗！”赵素霞说，那个时候，日子虽然

过得紧巴，但从没想过让孩子捕鱼，要让娃儿读

书，去闯世界。

今年 18 岁的董旭荣，在烔炀中学念高二。

2019 年 9 月，上岸后的赵素霞有了时间照顾孩子

生活，索性在学校附近租了间陪读房。早起买菜

做饭，晚归洗衣洗碗，白天去附近的工厂上班，骑

车只要五六分钟。

“这一年多来，孩子学习成绩明显进步了，

前 不 久 ，刚 从 普 通 班 考 进 了 实 验 班 。”聊 起 娃

儿，赵素霞笑得合不拢嘴：“学费一年 1700 元，

因 为 孩 子 拿 到 了 助 学 金 ，一 年 奖 励 2000 元 不

说，作为上岸渔民子女，每年还有 500 元的校内

减免。”

董劲松家中，朴素的墙上贴满了孩子的奖

状：“三好学生”“月考进步”“期末考试成绩优

异”。从 3 间破旧平瓦房，到 1994 年新建的 6 间

水泥平顶房，再到 2001 年加盖的 2 层楼房，董家

不仅房子大变样，燃气灶、抽油烟机、水冲厕所一

应俱全。

“我们俩现在每个月都能多拿几百块钱，生

活有了保障。”董吉平和赵小贞从未想过，自己也

能领到养老金。

2019年，合肥市出台规定，为上岸渔民办理每

年 2000 元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交足 15 年，

60岁以上的上岸渔民，则一次性补贴 3万元。董劲

松所在的公司 2019年起已为他办理了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赵素霞在捕鱼期间也自缴了养老保险金，

缴满 15年后，夫妻俩能享受到养老“双保险”。

船头舀水，船尾排水，船上的日子，确实辛

苦。遇着狂风巨浪，感冒着凉、头疼脑热是常有的

事。赵素霞说：“以前在湖上捕鱼，看病不方便。

难受的时候，就吞几片备用药，熬一熬就过去了。”

现在，上岸渔民每年只需缴纳 200 多元，就能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现在，村有医务室，镇有卫生院，看病凭身

份证结算，很方便！”董劲松笑着说。

保障到位，上岸无忧。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合肥市已实现巢湖退捕渔民养老、医疗保险

参保率 100%，低保和住房保障率 100%，转产就

业率 100%。合肥市市长凌云表示：“巢湖禁捕是

为全局计、为子孙谋，财政、人社等部门正在加大

安置保障力度，确保实现转产就业帮扶和社会保

障安置两个全覆盖。”

一本生态账——
水 质 好 了 ，鱼 儿 回 来 了 ，巢

湖再现水清岸绿

驾起小船，王世昌一行在检查巢湖水面生

态，忽然，水面有鱼群追逐嬉戏，一条大白鱼生生

地跳进船舱，“乖乖，足有 3 斤多呀！禁捕一年

多，这鱼儿长得可真快！”

其实，当年也有好光景。 6 月开虾湖，8 月

开毛鱼湖，10 月开大鱼湖，12 月底封湖。到了

开湖季，一网兜下去，虾蟹活蹦，鱼儿乱跳。董

吉平回忆：“运气好遇到鱼汛，隔一小时就得拉

一次网。”

“巢湖水产‘四大怪’：银鱼当小菜，面鱼论

条卖，湖虾色不败，白鱼补脑快。”余忠勇说这

是当年巢湖的美妙。这些年，受水域污染、过度

捕捞影响，巢湖水生生物多样性不断降低。从

2016 到 2018 年，毛鱼、银鱼、虾等品种产量都在

急剧下滑。董劲松说：“退捕前，打到的鱼越来

越小，面鱼以前至少两指长，退捕时常见的只有

一指多长了。”

改变，刻不容缓。

系上围裙，卷起衣袖，拧开水龙头，赵素霞

利 落 地 把 碗 筷 放 入 池 中 。 清 水 一 点 点 冲 刷 碗

沿，油渍洗净，污水顺着管道缓缓流出。这与过

去打水洗碗、污水横流的场景截然不同。赵素

霞说：“改水没几年，变化大不少。”以前自家吃

用 都 是 井 水 ，洗 碗 洗 菜 的 水 往 门 口 随 手 一 泼 ，

“我家离巢湖就几百米，洒在地上的污水估计顺

着田地，最后统统流进了湖里。”在她看来，改

水加装污水管网后，用水方便、安全，也能为保

护巢湖生态出一份力。

黄 从 平 说 ，2017 年 开 始 ，唐 嘴 村 实 施 人 居

环境整治，改水、改厕轮番上阵，垃圾清理也提

上 了 日 程 。 赵 素 霞 说 ：“ 家 里 垃 圾 过 去 直 接 堆

在 地 上 ，柴 火 草 木 灰 就 拿 去 沤 肥 。 如 今 ，村 里

聘请了保洁员，家门口放上了垃圾桶。每天一

大 早 ，保 洁 员 就 挨 家 挨 户 清 垃 圾 ，将 村 道 打 扫

得干干净净。”

“ 下 雨 天 ，雨 水 冲 刷 农 田 ，化 肥 没 吸 收 ，农

药 有 残 留 ，都 会 随 着 雨 水 冲 进 巢 湖 里 。”这 阵

子，赵小贞也忙活了起来。村里提出要减少化

肥农药使用，她头一个响应。余忠勇说：“巢湖

蓝 藻 水 华 减 轻 ，沿 湖 周 边 环 境 改 善 。 2020 年 ，

巢湖Ⅳ类水好转到Ⅲ类水，是有监测记录以来

的 最 好 水 质 。”近 期 巢 湖 渔 业 和 水 质 监 测 结 果

显示，全面禁捕以来，鱼类品种数量恢复增长，

鲢鳙鱼个体重量显著增加，维护了巢湖生态系

统稳定。

围绕建设绿色发展美丽巢湖，合肥近年来大

力实施环湖十大湿地建设项目，以十五里河、南

淝河等入湖河流、河口及滩涂湿地为重点，规划

建设十八联圩、三河等 10 处湿地，总面积达 100
平方公里，形成环巢湖湿地群。截至目前，“十大

湿地”建设已恢复修复湿地 6.2 万亩，巢湖水安

全、水生态、水环境明显改善。

作为巢湖总湖长，虞爱华心心念念水清岸

绿 ：“ 生 态 环 境 蓝 天 绿 地 ，百 姓 生 活 才 能 欢 天

喜地！”

如 今 的 董 吉 平 和 赵 小 贞 ，撒 网 捕 鱼 变 成

了 在 家 种 地 择 菜 ；董 劲 松 和 赵 素 霞 ，则 从 整 日

风 吹 浪 打 变 成 了 安 心 稳 定 上 班 。 从 捕 鱼 约 定

到 小 康 约 定 ，两 代 捕 鱼 人 ，相 约 家 庭 的 小 康 年

景 ，相 约 退 捕 后 的 宜 居 宜 业 ，相 约 上 岸 后 的 富

裕富足……

巢湖渔业生态保护区实施全面禁捕两年时间，2000多户渔民全部上岸

一户上岸渔民的小康账本
本报记者 朱思雄 高云才 游 仪

眼神里流露诸多不舍，董劲松小两口还是

坚决退捕了。因为，他们心里，一直装着巢湖，

装着娃儿的未来。

水阔风清，八百里巢湖清船清网是长江流

域 退 捕 禁 捕 的 真 实 写 照 。 目 前 ，巢 湖 水 域

3000 多艘渔船全部退捕，2000 多户渔民全部

上岸，不少一船、不漏一户、不缺一人。

巢湖为什么要退捕禁捕？长期以来，受过

度捕捞和水体富营养化等因素影响，巢湖的主

要鱼类产量一年比一年低，大型鱼类数量严重

减少，鱼类种群结构出现单一化、小型化、低龄

化趋势，水生生物多样性不断下降，水质长期

徘徊在Ⅳ类以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合肥全

力以赴，用好巢湖，更要保护好、治理好巢湖。

长江又何尝不是如此？为全局计、为子孙

谋，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长江母亲

河，2020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

区实现全面禁捕。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10 年禁捕，共退捕渔船 11.1 万艘，涉及退捕渔

民 23 万人。

清江清湖，渔民上岸。各地发扬钉钉子

精神，下足绣花功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下

一步，关键要确保渔民上岸妥善安置。渔民

上岸后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好了，长江禁

捕就有了稳定、扎实的社会基础。坚持分类

施 策 提 高 就 业 质 量 ，护 渔 员 也 好 ，生 态 员 也

好，转岗异地就业也好，必须千方百计帮助上

岸渔民实现稳定就业。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帮

扶，对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就业困难退

捕渔民，做好有针对性的帮扶，解决好退捕渔

民“急难愁盼”的心事。坚持兜底保障全域覆

盖，社保、医保，一项都不能少，住房、上学，一

个人都不能落下。

退捕上岸后稳得住、能致富，23 万退捕渔

民日子定会越过越好，在小康路上定会越跑越

有奔头！

稳得住 能致富
南 埂

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
孙谋的重要决策。

2020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实施
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要把相关工
作做到位，让广大渔民愿意上
岸、上得了岸，上岸后能够稳得
住、能致富。

退捕后，岸线生态环境有何
改善？上岸后，渔民们的生计如
何保障？记者来到安徽巢湖，与
上岸渔民一道细算小康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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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巢湖湖面飞鸟云集。

马丰成摄

图②：赵素霞在组装零件。

何 沛摄

图③：董劲松在车间进行埋弧焊作业。

王 亮摄

图④：巢湖沿岸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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