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波澹澹，水涨一篙。

近日，鄱阳湖正式进入丰水期，最早的

一批刀鲚已从长江洄游入湖，成群的鲤、鲫、

鲇在水草间游弋。作为长江流域第一大淡

水湖，这里即将陆续迎来各种鱼类繁殖生长

的旺季。

根 据 党 中 央 部 署 ，“ 一 江 一 口 两 湖 七

河”，包括长江干流，长江口禁捕管理区，鄱

阳湖、洞庭湖等大型通江湖泊，大渡河、岷

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汉江等重要

支流，涉及全国 15 个省、直辖市，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10 年禁捕。

一年起好步、管得住，三年强基础、顶得

住 ，十 年 练 内 功 、稳 得 住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调：“长江‘十年禁渔’是一个战略性举措，

主要还是为了恢复长江的生态。10 年后我

们再看效果。”

今年是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的第三

年。长江禁捕两年多来，水生生物多样性逐

步恢复，退捕渔民转岗就业、获得安置保障，

禁渔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手抓保护，一手抓养护

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

放眼长江，波光粼粼，清江清湖，这是禁

渔后的壮美景象。禁渔，意味着证注销、船

封存、网销毁、人上岸。

地处洞庭湖腹地的沅江市，禁捕水域近

100 万亩。2020 年以来陆续建成的“智慧渔

政”平台，与市、乡镇、村三级禁捕网格化管

理体系相衔接。

“过去光靠‘两条腿、一双眼、一个手电

筒’工作，现在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第一时

间 排 查 。”沅 江 市 农 业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大 队

负责人周建平介绍，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

全市渔政执法监管成本和案发量分别下降

20%和 23%。

万里长江浩浩汤汤，水域管理点多、线

长、面广。两年多来，沿江各地加强禁渔执

法监管，高压严打态势下，禁捕秩序稳定。

2022 年，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月均出动执法人

员 14.4 万人次、执法船艇 1.1 万艘次，查办非

法捕捞等涉渔行政案件 18525 起，清理违规

网具 18.4 万张（顶）。

十年禁渔，抓保护是“堵前门”，还要“开

后门”——抓养护。

“扩大种群数量，放鱼是重要手段。”前

不久，湖北省郧西县龟龙山庄负责人召集职

工在郧西县生态渔业种苗繁育基地购置 55
万尾鱼苗，放流五龙河。

五龙河注入天河，再入汉江，放流的这 55
万尾鱼苗欢快地在奔流清水中嬉戏，两岸杂

花生树，水曲柳参天茂盛。“作为南水北调重

要水源地，守好一江清水，护住渔业资源，我

们责无旁贷。”郧西县委书记查宏说。

按照农业农村部部署，每年 6 月 6 日这

天，全国各地渔业主管部门在长江流域等地

开展全国放鱼日同步增殖放流活动。这个

时间正是鱼类的生长繁育季节。

“增殖放流作为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的一

项重要措施，对促进渔业种群资源恢复、改

善水域生态环境、增加渔业效益、提高渔民

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

管理局局长刘新中说。

“十二五”以来，全国已累计投入增殖放流

资金近 124.9 亿元，放流各类苗种超过 4559.4
亿尾。增殖放流社会影响日益加强，在许多地

方已成为群众性生态文明建设活动，6 月 6 日

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约定俗成的“放鱼日”。

沙鸥翔集，鱼儿畅游。长江禁渔两年多

来，给我们回报的是不断的惊喜。

看数量，令人欣慰。

珍 贵 物 种 长 江 江 豚 数 量 从 2017 年 的

1012 头增长到 2022 年的 1249 头，实现历史

性回升；胭脂鱼、长吻鮠、子陵吻虾虎鱼等珍

稀濒危鱼种，在饶河、上犹江等水域屡次现

身；“四大家鱼”以及各类区域代表物种资源

正在加快恢复。

看种类，令人心安。

时隔 20 多年不见的鳤，在洞庭湖、湘江、

沅江相继监测到一定数量的种群；首次在洞

庭湖监测到长江鲟。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长江

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与环境公报显示，2022 年，

长 江 流 域 重 点 水 域 监 测 到 鱼 类 193 种 ，比

2020 年的 168 种增加了 25 种，多数经济鱼类

的平均个体重量普遍增幅在 15%—30%。

看生态，令人憧憬。

2021 年底，农业农村部发布实施了《长

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办法（试

行）》。作为目前长江唯一干流没有闸坝阻

隔 的 一 级 支 流 和 率 先 试 点 全 面 禁 渔 的 水

域 ，赤 水 河 的 等 级 为“ 良 ”，明 显 优 于 其 他

水域。

“长江十年禁渔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恢复

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农业农村部长江流

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说，两年多

来，各项保护措施协同推进，水生生物资源

和多样性均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告别“靠水吃水”模式

上岸渔民稳得住、能致富

长江禁捕是一个系统工程，渔民上岸后

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了，长江禁捕就有了

稳定、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建档立卡情况，这次禁捕共有退捕

渔船 11.1 万艘，涉及退捕渔民 23.1 万人，身

后就是几十万个家庭。退捕渔民大多年龄

偏大、技能单一，退捕后生计如何保证？社

保、医保，一项都不能少。住房、上学，一个

都不能落下。

因 人 设 岗 ，因 地 制 宜 ，就 近 就 地 创 业

就业。

“养老闲不住，就业年龄大”，不少 50 多

岁的退捕渔民通过公开选聘，走上了“护渔

员”公益岗位。

“洞庭湖属于季节性湖泊，春天涨水，鱼

要找浅滩产卵，入秋后鱼长肥了，水位也下

降了。春秋这两个季节，都容易引来偷捕。”

湖南省岳阳县荣家湾镇 57 岁的退捕渔民周

界武说。退捕后，他成了东洞庭湖渔政监察

执法局北洲中队的一名协巡员，每月收入

3000 元，生活有了保障。

一周四天在船上巡查，周界武和过去打

鱼的几个老伙计一起，每人拿出 2 万元，成立

了千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干起种稻养虾的

行当。“这段时间，每天能收上来三四百斤

虾。6 月份，还要种水稻呢！”周界武说。合

作社成立两年多来，成员增加到 8 人，种养规

模从最初 45 亩发展到 175 亩，去年纯收入达

到 50 万元。

告别旧模式，转岗新产业。

“过去靠捕鱼捞虾，起早贪黑。现在上

了岸，只要勤劳肯吃苦，一样能养活全家。”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湖北省蕲春县退捕渔民

王文权一家用多年攒下的积蓄开了一家铝

合金厂，还聘请 8 名退捕渔民来厂里务工，成

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湖北省是长江禁渔的主战场之一，在长

江沿线禁捕范围最大，退捕渔民数量位居第

二。全省制定过渡期延长政策，将退捕渔民

过渡期由 2 年延长为 3 年，2022 年灵活性就

业人员占比由 2021 年的 31.5%下降到 28%。

综合施策，全域覆盖兜底保障。

“渔政，就是退捕渔民的‘娘家’。”岳阳

县东洞庭湖渔政监察执法局局长邹飞跃介

绍，县里成立就业创业促进会，为渔民提供

职位信息和就业创业指导意见，全力帮扶

920 多名渔民实现转产就业。县财政每年拿

出 700 万 元 ，用 于 保 障 和 改 善 退 捕 渔 民 生

活。为解决上岸渔民家庭子女读书问题，参

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两

年多来，已对全县 430 多户退捕渔民子

女就读施行补助。

“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是长江十

年禁渔的社会基础，各地通过发

展产业、务工就业、支持创业、兜

底帮扶等途径，为退捕渔民提供

一揽子帮扶政策。”刘新中说。

工作做细了，兜底到位了，

退捕渔民满意了。

截至 2023 年第一季度，中央和地方累计

落实补偿补助资金 272.31 亿元，有力保障禁

捕退捕资金需求；约 16 万名有就业能力和就

业需求的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实现应帮尽

帮；约 22 万名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目前，已有

44890 名退捕渔民领取养老金。

物种多样性和生存环
境状况尚未根本性改善

筑牢禁捕防线，仍需多方发力

江清了，鱼多了，一些地方人心也活动

了。有人讲，鱼这么多，要不要捕捞一些以

保证可持续利用？也有人讲，监管上是不是

可以放松一点了？

且慢。

长江禁渔事关生态修复，事关可持续发

展。禁渔两年多来，虽然鱼类资源得到一定

程度恢复，但物种多样性和生境状况尚未根

本性改善，目前长江十年禁渔仍处在“三年

打基础”的关键阶段。

资 源 恢 复 并 不 乐 观 ，保 护 资 源 需 久 久

为功。

“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是长江

重要的水生生物基因库。”湖南省水产科学

研究所所长谢仲桂说，从监测情况看，珍稀

水生物种的出现频次、数量和活动范围都

有所增加，鱼的种类和资源量逐步提升，但

物种多样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洞庭湖

上 游 流 水 产 卵 生 境 型 鱼 类 产 卵 场 仍 待 修

复。珍稀濒危鱼类刀鲚、鳤等的分布范围

在逐步扩大，但资源量和历史相比，仍有较

大差距。

马毅介绍，从 2021 年渔业资源监测数据

看，包括长江干流、鄱阳湖、洞庭湖在内的

“一江两湖”，均为“较差”等级。

护渔劲头只可紧而不可松。

今年春季，在云南省水富市向家坝电站

库区邵女坪建设的人工鱼巢，迎来了一批批

产卵的鱼类。2021 年以来，长江上游珍稀特

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共在

向家坝库区搭建人工鱼巢 1.9 万平方米，最

大可能缓解水富港扩能改造工程对保护区

的影响。

“促进湖南洞庭湖水系鱼类等水生生物

资源恢复，需要畅通鱼类洄游通道、洞庭湖

上游梯级枢纽鱼类繁殖期生态调度、洞庭湖

灌江纳苗等，多措并举、综合施策。”谢仲桂

表示。

筑牢禁捕防线，共护一江清水。

今年 4 月，湖南常德、益阳两市在常德市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就十年禁渔交界水

域联合执法达成合作协议。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水域实现跨区域联

合执法——湖北、安徽、江西、湖南、重庆五

省（市）签署《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

联合执法合作协议》，长三角三省一市也签

署了《长江禁渔水上联合执法长效机制》等

合作协议，形成水上联打、陆上共管、市场协

查的联动执法格局。

加 强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开 展 专 项 执

法 。 贯 彻 落 实 5 月 1 日 起 施 行 的 新 修 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农业

农村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开展严厉打击破坏水生

野生动物资源行为专项执法行动，进一步

强 化 珍 贵 濒 危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栖 息 地

保护，严惩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

罪行为。

长江十年禁渔，任重道远。如何统筹开

展系统性保护呢？

一方面，要筑牢篱笆，打好长江十年禁

渔保护基础。马毅表示，当前要全面实施水

生生物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推动长江江豚、

中华鲟、长江鲟等珍稀物种拯救行动有关保

护工程项目落实落地。

另一方面，要分类施策，打好长江十年

禁渔民生基础。目前，农业农村部会同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通过就业培

训、职业推荐、创业支持和公益岗位等渠道

持续开展就业帮扶，落实养老保险补贴，实

施好就业帮扶暖心行动，让退捕渔民有活

干、有钱赚、有奔头、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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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
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今年
是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的
第三年，是“三年强基础”的
收官之年。两年多来，水域
生态、上岸渔民生产生活都
发生了哪些变化？接下来如
何更好保护长江生态、稳定
上岸渔民生计？让我们跟随
记者，一起探访长江岸线。

图①：江豚迁地保护现场。

图②：渔民转产就业成为协巡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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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22 日电 （记者王观）财政部最新发布的

数据显示，1—4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171 亿元，

同比增长 11.9%；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6418 亿元，同比增

长 6.8%。

1—4 月，各地发行用于项目建设的地方政府债券 18575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3303 亿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污染防

治、小水库除险加固等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专项债券

15272 亿元，推动一大批惠民生、补短板、强弱项的项目建设

实施。

前4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1.9%

（上接第六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点，升华

了中华民族善谋万世、善谋全局的系统思维传统，反映了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面对新形势、

新情况、新任务，我们必须强化系统思维能力，善于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崇高境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说，升华了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宣示了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的伟大风范、胸怀天下的博大情

怀。我们的事业前无古人，更关系千秋，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必

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六个必须坚持”是内在统一、相互联系的整体，深刻揭示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系统诠

释了这一思想的根本立场、精神品格、科学态度、实践要求、思

想方法、崇高境界，集中展现了这一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

践伟力。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关键是要把党的创新理论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自觉运

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科学

的思想引领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坚定不移

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为坚持、发展和宣传好

党的创新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

（上接第六版）选读收录了多篇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著

作，加深了我们对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

性、根本性转变的理解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正本清源

入手，推进宣传思想工作固本培元、守正创新，从根本上解决

责任落实上的“松”，破除斗争态度上的“软”，力戒文化行业风

气的“浮”，巩固阵地建设上的“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

和引领力不断增强。作为亲历者和参与者，我们接受到深刻

的教育洗礼，收获到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刻认识到，新时代成

就的取得，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更加自觉地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坚持和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

理力量，努力在理论武装上走在前列。选读集中反映了我们

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

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认真学习选读，我们深切感受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

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全

党全国人民树立了思想旗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

引了正确方向。在新时代非凡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成功推进国家强盛、民族

复兴的伟大事业，关键在于思想上的统一为党的团结统一提

供了最坚实最可靠的保证。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必须在学习

践行党的创新理论中走在前、作表率，努力在主题教育中把理

论学习、宣传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我们将始终把用党的创新

理论凝心铸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理论学习突出全面系

统 、深 化 转 化 ，理 论 宣 传 突 出 实 践 导 向 、入 脑 入 心 ，真 正 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

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是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

践伟力，奋力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选读科学总结了我

们党领导人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宝贵经验，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所做的全部工作，

归结起来就是一件事：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更多生动实践。我

们将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

设、不断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二十大对铸就社

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我们将深刻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丰富人民

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推

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不断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文化

强国建设的实际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要求，坚持以首善标准开展主

题教育，推动选读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切实把

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之中，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坚持不懈抓落实的强大实践

力量。

本报广东茂名 5月 22日电 （记者郁静娴）日前，中国国

际热作产业大会暨第七届中国荔枝龙眼产业大会在广东茂名

召开。此次大会以“热作发展好，世界会更好”为主题，由农业

农村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据介绍，目前，全国主要热带作物种植面积约 7000 万亩、

总产量 3600 万吨，荔枝、龙眼、芒果、坚果等产业规模位居世

界前列，种苗繁育、高效栽培、机械化生产等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热作科技成果加快转化，科技贡献率超 63%。近 5 年，全

国热作产业产值年均增长近 10%，对当地农民增收贡献率超

过 30%。同时，我国主要热作产品年贸易额超 2100 亿元，10
年来累计培训了 100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万名学员，国际交流

合作逐步深化。

在大会现场，热带农业协同创新战略合作项目等一批热

作产业合作项目签约落地，项目覆盖广东、云南、广西、海南等

省份，涉及木薯、天然橡胶、荔枝等热作产业。

近5年

全国热作产业产值年均增长近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