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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见证了他们的尽忠职

守，脱贫攻坚路上留下了他们的奋

斗身影。全国 110.2 万名生态护林

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守护祖国的

绿水青山，成为脱贫攻坚的先行者

和带头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今天的生态护

林员们干劲更足，护生态、强产业，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积极投身

乡村振兴，大步奔向更加美好的新

生活。

为了大力弘扬生态护林员的奉

献精神，中央宣传部、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向全

社会公开发布最美生态护林员的先

进事迹。

“绿水青山是乡亲
们的致富靠山，脱了贫
更要管护好它”

清明时节临近，做好森林防火

尤为关键。连日来，甘肃省天祝藏

族自治县安远镇柳树沟村生态护林

员朱生玉，背着干粮整天在管护区

内巡护蹲守。

在柳树沟村，提起朱生玉，乡亲

们都会竖起大拇指。他对工作认真

负责，挨家挨户上门，面对面宣传防

火知识，自己写标语、立警示牌，告

诫群众不要带火种进山入林。3 年

多来，他所管护的责任区，从没发生

过森林火灾，也没出现过乱砍滥伐

的情况。

前不久，有亲戚邀请他外出务

工 ，收 入 比 当 生 态 护 林 员 高 好 几

倍。“绿水青山是乡亲们的致富靠

山，脱了贫更要管护好它。这里的

一沟一壑、一草一木，没人比我更

熟。”朱生玉婉拒了亲戚的好意，巡

山护林干得更起劲了。

麦麦提·麦提图隼是新疆于田

县先拜巴扎镇乔克拉村的生态护林员。今年，村里还要继续造

林增绿，乡亲们种下的红枣、核桃需要加强管理、提高品质。“作

为生态护林员，我得带好这个头。”麦麦提·麦提图隼说。

学好才能干好。在村里，麦麦提·麦提图隼爱学习、勤钻研

是出了名的。 2018 年被选聘为生态护林员之前，他对林业知

识、林果管理技术知之甚少。为了补上短板，他跑图书馆找书

看，哪里有培训班，就追着去哪里听，还利用自家的 5 亩核桃园

进行实践，核桃亩产由五六十公斤提高到去年的 200 公斤。现

在，乡亲们都称麦麦提·麦提图隼为“土专家”。

“脱了贫摘了帽，好日子这才刚刚开始呢，还得好好干。”麦

麦提·麦提图隼说，种林果保生态又富口袋，乡亲们一起努力，乔

克拉村一定能成为瓜果飘香、生活富裕的好地方。

以山为家、以林为伴，爱绿护绿让最美生态护林员们摆脱了

贫困。眼下，他们干劲更足，发展动力更强，更加精心地呵护绿

水青山，更加坚毅地探寻生态致富路。

“脱了贫，还要致富，发展生态产业
大有可为”

摘帽不返贫，才是真脱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归根到

底还得靠高质量的产业。

大别山区腹地，春耕备耕正忙。安徽省岳西县古坊乡上坊

村，生态护林员汪咏生正忙着为水稻育秧做准备。

好生态出好产品。看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2018 年，汪

咏生牵头成立了生态稻米种植合作社，带动 120 户农户抱团发

展，去年户均增收 3000 多元。如今，乡亲们顺利脱贫。汪咏生

觉得，作为一名老党员，自己不仅要当脱贫攻坚的先锋，还要当

好共同致富的领头雁。今年汪咏生在邻村筹备成立了第二个生

态稻米合作社，打算带动更多乡亲增收。合作社生产的生态大

米每斤比普通大米贵两元多。最近汪咏生忙着为稻米绿色认证

做准备，到时候米价说不定还能往上蹿一截。

青山连绵，林海莽莽。“脱了贫，还要致富，发展生态产业大有

可为。”巡防之余，湖南省汝城县大坪镇九龙瑶族村生态护林员吴

树养种了 10 多亩白毛茶，茶园里还养蜂，养土鸡土鸭。自己富起

来以后，吴树养没有忘记帮助乡亲们解决技术、销售难题。

眼下正是春茶采摘期，吴树养高价收购村民的茶青，还帮村

民代售茶叶。每当茶农遇到技术问题来向他请教，他都毫不保

留地将技术传授给大家。谈起未来，吴树养信心满满，下一步他

准备协助村里为白毛茶申请农业文化遗产，做大做强茶产业，依

托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生态护林
员责无旁贷”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

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乡村生态振兴，最美生态护林员们成了生力军。“保护生态

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当然要做好。但这还不够，必须发动广大村

民积极参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大地村生态护林员谭

周林，俨然成了村里的生态文明“宣传大使”，走到哪里都把生态

保护挂在嘴边。“现在乡亲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明显强了，乡风更

文明了，我的工作也好做多了。”谭周林说，现在有村民想在自家

山林里砍两棵树用来装修，都知道要先去申请采伐许可证。

乡村要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在龙胜，生态护林员成了人

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推动者。最近，谭周林和村委会成员一起挨

家挨户上门，动员、协助村民清运垃圾、清理污水塘沟、清洁养殖

圈舍。谭周林说：“建设美丽家园，要大家一起动手，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我们生态护林员责无旁贷。”

贵州省湄潭县鱼泉街道办事处土塘村生态护林员陈力之是

个“90 后”，他成立了一家公司，最近正在申请商标。“等商标注册

下来，还要接着开网店，拓宽销售渠道，让村里的山货卖到全国各

地，带富更多乡亲。我们这里满山遍野都是生态茶园，发展茶园

经济很有优势。”陈力之说。

春意渐浓，最美生态护林员们忙着巡山护林，让自己的身影

成为绿水青山间的亮丽风景，也融入徐徐展开的乡村振兴壮美

图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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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黄河

小浪底库区，只见鱼群穿梭，苍鹭翩飞，曾经

繁忙的捕鱼船不见踪影。近年来，渑池县严

格实施黄河禁捕工作、守护母亲河，这也是

黄河流域实行禁渔期制度的一个缩影。

4 月 1 日，黄河流域禁渔期制度进入第

四个年头。如今，该制度实施情况如何？禁

渔执法工作怎么开展？当前黄河禁渔工作

又面临怎样的形势？

每年 4月黄河实施禁
渔，相关省份可据实际情
况扩大范围或延长时间

2018 年 4 月 1 日 ，农 业 农 村 部 和 河 南

省 政 府 在 黄 河 小 浪 底 水 库 举 行 黄 河 禁 渔

期制度暨渔政联合执法启动活动，同时开

展 了 水 生 生 物 增 殖 放 流 活 动 和 禁 渔 巡 航

专 项 行 动 。 这 标 志 着 黄 河 禁 渔 期 制 度 正

式启动实施，这也是黄河首次实施流域性

统一禁渔。

据统计，黄河流域 9 个省份印发的各类

宣传材料年均达到 25 万份以上。如今，许多

地方非法捕捞行为日渐减少，“不敢捕、不能

捕、不想捕”的良好氛围已逐渐形成。

据介绍，为养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保

护生物多样性，原农业部于 2018 年 2 月印发

《农业部关于实行黄河禁渔期制度的通告》，

对黄河流域实施统一的禁渔期制度。其中

规定，每年 4 月 1 日 12 时至 6 月 30 日 12 时，

黄河干流、13 条主要支流的干流河段和 3 个

主要湖泊作为禁渔范围，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类型，同时允许各省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适

当扩大禁渔区范围，延长禁渔期时间。例

如，内蒙古将天然水域鱼类产卵场和洄游河

道划为常年禁渔区，将黄河干流和主要支流

禁渔期延长 1 个月；宁夏印发通知，要求从 4
月 1 日 12 时起至 7 月 31 日 12 时，黄河宁夏段

397 公里河段及入河沟、渠口等附属水域实

行禁渔期制度。

“得益于禁渔期制度等生态保护措施，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逐渐恢复，引来不少水

鸟。黄河渑池坡头至南村段沿岸，这两年有

成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苍鹭栖息。”河南

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渑池管理站负

责人茹云锋说。

组织沿黄省份开展
禁渔期联合交叉执法，流
域性协作机制初步建立

据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实施黄河禁渔期制度以来，农业

农村部每年都会将黄河禁渔执法作为“中国

渔政亮剑”的重点执法工作予以安排部署，

组织沿黄 9 省份联合开展黄河禁渔期执法行

动。特别是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在每年 5
月底至 6 月上中旬抽调各省份精干渔政执法

力量组成 9 个执法工作组，采用省际联合交

叉、夜间巡查、交流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在黄

河全流域组织开展省际渔政同步联合交叉

执法专项行动，加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流

动性违法行为。

“沿黄 9 省份坚持问题导向，流域性协作

机制初步建立，工作衔接配合进一步加强，

取得较好成效。”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有关负责人说。如今，山西、陕西、四川、

甘肃等省份部分地区渔业渔政部门推动建

立部门联合协调机制，形成政府牵头、部门

联动、社会参与齐抓共管黄河禁渔的工作局

面；内蒙古与宁夏、四川与青海、青海与甘

肃、陕西与山西渔业渔政部门在黄河省际交

界、共管水域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力争实现

黄河禁渔执法“不留死角”。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已于 2019 年底开通

中国渔政执法举报受理电话及平台，通过电

话、微信等渠道受理群众对违法行为的举

报，及时向地方转交、督办违法案件线索，接

受群众监督。

黄河禁渔期制度总
体执行情况良好，相关工
作将进一步完善加强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说，2018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中

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对违法行为形

成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2020 年长江禁渔

工作启动以来，农业农村部牵头成立长江禁

捕工作专班，在长江全面禁渔执法监管、渔

民退捕安置保障、渔业资源评估与修复等方

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为未来推进实施黄

河更大范围的禁渔提供了借鉴。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也表示，目前黄河禁渔期制度总体执行情况

良好，当前黄河流域要不要全面禁渔、如何实

施禁渔，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调研。以执法工

作为例，本轮机构改革后黄河流域部分地区

渔政执法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存在专业渔政

执法人员不足、渔政执法力量薄弱等情况。

同时，黄河流域省份渔政执法基础条件较差，

巡查覆盖工作滞后，缺乏相关的取证设备、通

信工具等。

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有关渔业专家

介绍，在内陆水域，过度捕捞会造成渔业资

源的衰退，此外，水域污染等因素也会对水

生生物资源造成不利影响。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说，下一步将继续开展黄河专项执法行

动，严格执行黄河禁渔期制度；加强黄河禁

渔和水生生物保护宣传，提高渔民资源保护

意识；开展黄河禁渔期情况调研，对黄河流

域渔业资源状况、执法队伍建设情况进行摸

底调查。此外，还将积极开展实地调研，听

取当地渔业部门和渔民的意见，研究提出完

善黄河流域禁渔期制度的意见与建议。

44月月 11日日，，流域禁渔期制度进入第四个年头流域禁渔期制度进入第四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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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来，每年 4
月 1 日 12 时至 6 月 30 日
12时，黄河流域统一实施
禁渔期制度。黄河沿线省
份落实禁渔期相关规定，
农业农村部组织沿黄省份
开展禁渔期联合交叉执
法，流域性协作机制初步
建立。接下来，相关部门
还将开展实地调研，进一
步完善黄河流域禁渔期
制度。

本报北京 3 月 31 日电 （记者郁静

娴）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去年，“中国

渔政亮剑”渔政执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据统计，“亮剑 2020”系列专项执法行动

中，全国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79.18 万人

次 ，水 上 巡 查 326.86 万 海 里 、陆 上 巡 查

766.04 万公里，总计查办各类渔业违法违

规案件 4.19 万件，同比增长 29.16%。同

时，查处跨区作业渔船 2219 艘，清理取缔

海洋涉渔“三无”船舶 10781 艘。

3 月上旬，农业农村部印发《“中国渔

政亮剑 2021”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

“亮剑 2021”包括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

禁捕、海洋伏季休渔、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和规范利用等 9 个具体领域的专项执法

行动。

“方案立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红

线，进一步强化渔政执法监管，推动渔业

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局长刘新中表示，特别是今年开始将

水产养殖用投入品规范使用作为“亮剑”

行动的重要内容，要求地方农业农村部

门连续 3 年开展专项整治，加快恢复规

范使用水产养殖用投入品良好秩序，确

保广大人民群众消费养殖水产品“舌尖

上的安全”，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今年是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的开局

之 年 。 1—3 月 ，长 江 禁 捕 秩 序 总 体 平

稳。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

马毅介绍，当前，农业农村部一方面继续

做好退捕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另一方面

持续完善长江禁捕管理机制，提升渔政执

法监管能力，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打击非法

捕捞。下一步，还将启动实施“十省百县

千户”跟踪计划，开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

情况的跟踪回访，指导各地落实安置保障

政策。

目前，“亮剑 2021”要求各地坚决打

击利用垂钓变相进行捕捞生产的行为，各

地也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划定垂钓区

域，规划钓具钓法、饵料类型、钓获物处置

和垂钓时间等，对垂钓行为开展规范管

理。同时，积极推动各地制定垂钓管理办

法，将休闲性、娱乐性的垂钓行为纳入监

管范畴，坚决把生产性、破坏性的垂钓行

为阻挡在法律门外，切实维护禁渔秩序。

“中国渔政亮剑”渔政执法成效显著

2020年查办渔业违法违规案件4.19万件

■■大江大河大江大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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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4 岁的索朗罗布生活在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格达乡格达村，从

2012 年开始，他尝试在家乡种植树木。

索朗罗布前后共种植树木约 8 万棵，其

中已有两万余棵成活，种植面积近千亩。

“我小时候，村里经常飞沙走石，眼

前这片地曾被称为‘不毛之地’。我就

想 尝 试 凭 借 自 己 的 双 手 改 变 家 乡 环

境。”索朗罗布指着已经种活的一片林

地说，“只要有条件、有能力，就要一直

种下去。”

图①：索朗罗布检查树的长势。（摄

于 2020 年 8 月 8 日）

图② ：索 朗 罗 布 与 他 种 的 树 在 一

起。（摄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

图③：索朗罗布种的树。（摄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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