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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
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烟波浩渺的洞
庭湖，因范仲淹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记
述，美了千年。

推窗望湖，刘静用手机拍摄洞庭湖边
的一个寻常早晨：天边绚烂的朝霞，与一
湖碧水邂逅，宛若仙境。这条 10 多秒钟的
短 视 频 一 发 布 ，就 引 来 了 许 多 网 友 的
关注。

“与前几年相比，如今的洞庭湖越来越
美了。”刘静说，变美的不只是洞庭湖，还有

退捕渔民的新生活，“我们把生态养殖的翘
嘴鱼加工成风干鱼，然后在网上直播带
货。去年，我在短视频平台上的销售额有
30多万元。”

刘静的家在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钱粮
湖镇六门闸社区生态渔村，地处湖南东洞
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

悠悠长江水，南连洞庭湖。位于长江
中游的洞庭湖，被称为“长江之肾”。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东洞庭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站，察看实时监测

系统。总书记强调：“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也是人民
群众的热切期盼。”“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
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一
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
长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了恢
复母亲河的生态，2020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
流域的 332 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2021年 1月 1
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

启动……
刘静的父母、姑姑姑父以及堂弟两口

子曾经都是渔民。随着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禁捕补偿制度的实施，六门闸社区 76 户
152名渔民于 2019年底全部退捕上岸。

完善配套政策、开展技能培训、发展风
干鱼产业……随着当地一系列举措出台，
六门闸社区上岸渔民户均收入由 2019 年
的 2.5万元增至 2021年的 6万元。日前，记
者走进洞庭湖畔，探访六门闸社区退捕渔
民上岸后的新生活。

引

子

■人民眼·大江大河这十年，蹲点村庄看巨变②R

“洞庭湖是我们的栖身之
所，也是谋生之地。前些年湖
里的鱼变少、变小了，大家都
知道，长江禁渔是对的”

架起三脚架，打开摄像头，调好补光灯……

刘 静 手 捧 铺 满 风 干 鱼 的 竹 簸 箕 ，与 父 亲 刘 平

一 同 出 镜 ，在 短 视 频 平 台 上 开 始 直 播 带 货 。

父 女 俩 声 情 并 茂 ，几 分 钟 内 便 吸 引 了 数 百 名

网友观看。

“在洞庭湖上撑船摇橹大半辈子，哪会想到

有一天当上主播、干上电商。”刘平笑道。

将渔网一寸寸整理好，挽在左手臂

弯，右手捻住渔网下端，再朝着顺时针

方向用力一撒，渔网画出漂亮圆弧，

扑进洞庭湖里……如今，这样撒网

捕鱼的场景，偶尔还会出现在刘平

的梦里。

刘平的父母生育了 4 个孩子，

到刘平这一辈又生育了 6 个。一

家 三 代 人 中 ，6 人 是 建 档 立 卡 渔

民。刘平的妹妹刘淑珍最早当起渔

民。1990 年，20 岁出头的她，嫁给渔

民汪武军，开始用渔网编织一家人的

捕鱼生活。

刘平不愿再过父母一辈的渔民生活，

想趁着年轻搏一搏，成为六门闸一带首批养蝌

蚪、牛蛙的人。他还在洞庭湖边一处洼地上垒起

泥瓦房，想就此安家。然而，1996 年夏天的一场

暴雨，击碎了他的梦想，“房子塌了，家里的东西

一件都没抢出来。养殖的蝌蚪、牛蛙也全死了。”

刘平说，没办法，还得上船当渔民。

弟弟刘青转型成功。1966 年出生的刘青，流

转土地种过田，后来做起化肥农药买卖。不过他

的儿子刘威仍当了渔民。

长江“十年禁渔”实施前，六门闸社区每年都

有渔民洗脚上岸、自谋出路。促使渔民主动转行

的原因在于：洞庭湖上的小气候复杂多变，让捕

鱼的日子充满危险和艰辛，还时常面临捕不到

鱼、挣不到钱的困境。

“从 2002 年开始，洞庭湖实行 3 个月的春季

禁渔（2016 年起延长至 4 个月）。每当 6 月 30 日

禁渔期结束，大家就铆足了劲地捕，都想趁着这

时候大赚一笔。”刘平说，因为过度捕捞，收成一

年不如一年，“2018 年，除掉开支，我家的捕鱼收

入只有一两万元。”

过度捕捞等活动，给长江生态带来严重破坏。

一段时间内，长江水域珍稀特有物种持续衰退，经

济鱼类资源量接近枯竭。长江禁渔，关乎长江水生

生物多样性，“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

转产先安居。2013 年 6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 4 部门印发的《关于实施以船为家渔民上岸

安居工程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 3 年时间实

现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岳阳市统筹资金

4800 万元，在六门闸社区为以船为家渔民修建了

占地面积 120 亩的生态渔村，工程于 2015 年 4 月

竣工，刘平一家搬进了窗明几净的三层小楼。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率先在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2018 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

度”，据此，2019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 禁 捕 和 建 立 补 偿 制 度 实 施 方 案》，其 中 要 求

“2019 年底以前，完成水生生物保护区渔民退捕，

率先实行全面禁捕，今后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

止生产性捕捞”。

六门闸社区紧邻的这片洞庭湖水域，地处湖

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渔民须

在 2019 年底前退捕。

宣传单发到刘平手里，他沉默了。跟随父母

生活的刘静，读出老渔民的不舍。她开解父亲：

“您之前也曾想过洗脚上岸，现在国家帮着找出

路，为啥不上岸？”

“为了确保渔民‘退得出’，我们根据上级政策

制定的退捕渔民就业转产帮扶方案，全力保障他

们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求。”君山区渔政管理站站

长戴四新说，例如，对回收的渔船网具折旧评估

时，充分考量其在购置当年的价值；将退捕渔民家

人一并纳入帮扶对象。

“洞庭湖

是 我 们 的 栖

身之所，也是

谋 生 之 地 。

前些年湖里的

鱼 变 少 、变 小

了 ，大 家 都 知

道，长江禁渔是对

的。”刘平足足想了

两天，最终思想通了。

2019 年 12 月 ，六 门 闸

社区核定退捕渔民 76 户、152 人，

登记渔民家庭人口 254 人，实现建档立卡。同时，

为 542 艘退捕渔船建立档案，准确记录船舶证书

编号、渔船类型、捕捞区域和网具情况等。当月

月底前，六门闸社区退捕全部完成，不漏一户一

人一船。截至 2020 年底，长江流域共计核定 11.1
万艘渔船、23.1 万名渔民退捕上岸。

即便已退捕，不少渔民仍顾虑重重，最大的

压力来自生计。捕鱼 30 多年的刘淑珍时常想：

“除了捕鱼，啥都不会。上岸后干什么呢？”

“在家门口端起新饭碗，
又是干起来得心应手的活，再
也没有‘上岸后干什么’的迷
茫焦虑”

2020 年初的一天，刘淑珍坐在家中，手机短

信铃声突然响了。一看，原来是第一笔渔船网具

回收补偿款 4.5 万元到账，心中一阵欢喜，“没想

到这么快！”

按照退捕政策规定，接下来，她的银行账户

里，还将收到四五万元补偿款。除此之外，从当

月往后 3 年，她和丈夫汪武军每人每年还能获得

2400 元过渡期生活补助。

补偿补助款虽然不少，但总不能坐吃山空。

短暂兴奋过后，正当刘淑珍又一次陷入“上岸后

干什么”的迷茫焦虑时，带着一张退捕就业意向

摸底登记表，社区干部领着在钱粮湖镇开展就业

帮扶的干部唐泽华上了门。

“想自己当老板吗？”

“年轻时就曾吃过‘当老板’的亏，现在就算

你再借我一个胆，我也不敢。”刘淑珍说。原来，

10 多年前，刘淑珍夫妻俩拿着辛苦攒下的 20 万

元钱，承包一个 200 多亩的鱼池养鱼，由于养殖技

术不过硬，折了本。

“那就进城务工吧，不用投钱，只要出力。”

“可是，我 50 多岁了，哪有合适的工作？”刘淑

珍犹豫着。

“我帮您联系，先去看看。”

没过多久，唐泽华开车带着刘淑珍，来到离社

区 40 公里远的工业园区参观。这里有多家企业

在招工，有的做熟食加工，有的做手工，经过简单

培训就能上手，月工资 3000元到 4000元不等。

“虽然简单易学、收入不低，但是受约束、不自

在，离家又远，很难适应。”刘淑珍对流水线岗位的

了解越深入，就越觉得自己干不来，心情沮丧。

“没关系，大姐，您的基本诉求我掌握了。我

们再想办法！”唐泽华说。

刘淑珍的第一次求职就这样结束了。和她一

样，不少退捕渔民习惯相对自由的劳作方式，让他们

在短时间内转变为组织纪律性强的工厂员工，有一

定的困难。

“转产就业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讲究方法，必

须因人施策。”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君山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杨光贵说，“我们前期对

接的就业岗位，主要是为了保障渔民上岸的生计

问题，解除他们的燃眉之急。从长远看，只有立

足本地自然禀赋和优势产业，尊重退捕渔民过去

的劳作方式、生活习惯，加强技能培训，才能确保

转产‘稳得住’。”

进一步梳理六门闸社区退捕渔民的诉求后，

当地对他们的转产引导更加有的放矢。

“钱粮湖镇水源丰富、排灌自如，水产养殖是

当地传统优势产业，尤其是稻虾种养，这几年逐

渐发展成为本地农业支柱产业，用工需求量逐年

增加。而渔民一辈子跟水相伴，对鱼虾等水产品

有着割舍不下的情愫，又有着懂鱼懂虾的技能优

势。”杨光贵说，君山区决定加大水产养殖技能培

训力度，组织有意向的退捕渔民参训。

从唐泽华那里得知培训消息，刘淑珍两口子

立马报了名。

2020 年 8 月，培训班在六门闸社区开班。社

区居委会 3 楼会议室里，满满当当坐了 60 人，刘

淑珍一眼就看到了侄儿刘威。

和姑妈奔着务工来参训不同，出生于 1990 年

的刘威闯劲足，学习能力强，他打算学好稻虾养

殖技术后，投一笔钱，大干一场。

培训班上，来自隔壁华容县和湖北省潜江市的

水产养殖专家给大伙儿进行了系统授课，教授内容

包括鱼虾密度、水质、氧含量、疫病防控等关键环

节。这些专业术语，刘淑珍还是头一回听到，也终

于搞清楚自己 10 多年前养鱼失败的原因：放养密

度太大，水里氧气不够，以至于大量鱼儿缺氧致死。

专家讲述的淡水养殖前景，也给刘威以信

心：“我们钱粮湖镇是龙虾特色小镇，每年都在六

门闸社区举办龙虾美食节。发展稻虾，天时地利

人和，干好了肯定能挣钱。”

为期 7 天的培训，姑侄俩都收获满满。

培训结束后没多久，刘淑珍接到刘威的电

话：“姑妈，我流转了 100 多亩水田，您和姑父来搭

把手吧。”

挖沟、装网、管水……当年 10 月，刘淑珍两口

子应邀而来，将学到的养殖技术用起来。

“每年 4 月到 8 月，我们两口子就在稻虾田里

忙活，每人每月收入 5000 元。”刘淑珍说，“在家门

口端起新饭碗，又是干起来得心应手的活，再也

没有‘上岸后干什么’的迷茫焦虑。”

水产养殖技术培训每年都在开展，六门闸社区

15户渔民借此投身小龙虾产业等。目前，社区共有

2600 多亩水稻田，除了近 700 亩种植双季稻以外，

其余 1920 亩全是稻虾田。2021 年，六门闸社区小

龙虾销售额达到 600万元，刘威赚了 20余万元。

“靠湖吃湖，如今换了个
吃法。日子越来越好，让乡亲
们切身体会到：生态本身就是
经济，保护生态，生态就会回
馈你”

刘家上岸渔民中，刘平会制作风干鱼，早在

2013 年，他就和妻子熊玉兰在生态渔村的美食街

上购置铺面，开办起风干鱼制作小作坊。

刮掉鱼鳞，沿背部切开，除腮破肚，摊平抹

盐，渍出水分，洗刷浸泡，自然风干……六门闸部

分渔民制作出来的风干鱼，只需用菜籽油一煎，

再辅以几味简单调料，就成了一道美味佳肴，吸

引许多外乡人慕名而来。

“渔民制作风干鱼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储存容

易变质的新鲜鱼，没想到成了大家喜欢的一道美

味。”刘平说，禁捕前，他们一边卖捕捞上来的新鲜

鱼，一边把未能及时售出的新鲜鱼制成风干鱼卖。

如今禁捕了，刘平制作风干鱼的鱼从哪里来？

随刘平步入六门闸社区生态渔村以南 11 公

里的龚德法绿色循环养殖基地，只见溶氧池内水

流激荡起伏，鱼儿活蹦乱跳。龚德法是刘平的外

甥女婿，过去在洞庭湖投放网箱养殖。随着洞庭

湖区养殖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的展开，养殖网箱被

拆除后，他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池塘内循环流水养

殖技术培训，如今经营着水域面积 30 亩的鱼塘，

年产生态养殖翘嘴鱼约 6 万斤，其中 1 万斤供刘

平生产加工风干鱼。

君山区六门闸风干鱼协会也在帮加工户们想

办法。“渔民们当做副业的风干鱼加工，被君山区

列为重点扶持的乡村产业。”六门闸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杨健介绍，2018 年，在君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牵头指导下，包括刘平在内的 40 户加

工户联合成立了君山区六门闸风干鱼协会，杨健

被推选为秘书长。“协会的日常工作，就是引导会

员有序经营、抱团发展，并为他们排忧解难。”

2020 年 4 月，杨健叫上刘平等加工户一道来

到岳阳市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他们反

复询价、货比三家，最终确定了一家采用生态养

殖、检验报告完备的供货商。翘嘴鱼、鳜鱼、刁子

鱼、鲫鱼……这些洞庭湖常见的鱼，在这里都能

买到“养殖款”。

“鱼很新鲜，品相不错。”刘平跟鱼打交道多年，

一打眼就知道品质。打动他的还有价格，“我们单

枪匹马去谈，价格肯定降不下来。通过协会去沟

通，供货商才愿意薄利多销，给我们让利 20%。”

然而，没了“洞庭湖野生鱼”这块招牌，养殖

鱼做成的风干鱼，还能擦亮品牌吗？

喜讯又一次传来。2020 年 10 月，“钱粮湖六

门闸风干鱼（翘嘴鱼干鱼）”获得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面对这张亮丽名片，刘平信心倍增，一系列

想法从他的脑海变成现实：添置一大一小两台

冰柜，放在前厅展示产品；在里屋新建一个 100
平方米的冷库，用于保存新鲜鱼和风干鱼；请来

四五个行家里手当帮工，扩大生产规模……

听闻姐夫要招工，刘平的小舅子、退捕渔民

熊书文立马登了门。深谙风干鱼制作工艺流程

的他，如今在店里把控着风干鱼制作品质。

目 前 ，在 六 门 闸 社 区 经 营 风 干 鱼 加 工 的

退 捕 渔 民 共 有 8 户 ，同 时 带 动 当 地 50 多 名 退

捕 渔 民 就 业 。 据 六 门 闸 风 干 鱼 协 会 统 计 ，

2021 年风干鱼销售额为 1.8 亿元，比 2019 年增

长 40%。

“壮大风干鱼加工业，前提是生态保护优

先。”杨健说，风干鱼加工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

是鱼内脏等厨余垃圾和生产污水排放量大幅增

加，解决排污问题刻不容缓。

从 2018 年起，六门闸社区筹措资金，安排 4
名保洁员，挨家挨户收集废弃的鱼内脏，并及时

清运到镇上的垃圾转运站。2020 年，君山区筹

措 400 多万元资金，在六门闸社区建设了日处

理量为 160 立方米的污水处理设备。

与此同时，洞庭湖内外一系列环境整治也

在持续推进：湖里的养殖网箱被清理，沿湖岸线

1000 米范围内不再允许规模养殖畜禽，所有砂

石码头和堆场被拆除……

环境变美游客来。君山区乘势推出“春季

踏青、夏季观湖、秋季赏苇、冬季观鸟”的全域全

季特色旅游品牌。以此为契机，六门闸社区打

造了一条长 1.6 公里的晒鱼长廊：上百个竹簸箕

整齐排列，每个竹簸箕中的鱼按照花瓣状有序

摆放。阳光下，晒鱼长廊宛如萦绕在洞庭湖畔

的银丝带，吸引游客驻足拍照。2021 年，六门

闸社区接待游客量达 5.8 万人次。

“靠湖吃湖，如今换了个吃法。日子越来越

好，让乡亲们切身体会到：生态本身就是经济，

保护生态，生态就会回馈你。”刘静说，过去人们

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吃湖鲜，现在很多都是奔着

风景而来，家里的生意比从前更好了。父亲也

不再为生计发愁，还主动参加了护鱼巡逻队。

来自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的数据显示，2021 年监测到洞庭湖水域的水

生生物种类较 2018 年增加了近 30 种，达到 60
多种。近 30 年在洞庭湖难觅踪迹的胭脂鱼、鳤

鱼等，又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图①：刘静在检查风干鱼质量。

晏 涛摄（人民视觉）

图②：六门闸生态渔村的晒鱼长廊。

李筑光摄（人民视觉）

图③：长江禁渔前的洞庭湖上捕鱼人。

刘德军摄（人民视觉）

图④：六门闸社区俯瞰。

贺 欣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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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水上漂”，住进安居房，踏上致富路，湖南省岳阳市六门闸社区生态渔村76户 152名渔民退捕上岸，户均收入3年翻一番

护一江碧水，渔民上岸路更宽
本报记者 王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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