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伴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达声，在重

庆市北碚区嘉陵江畔的澄江渡口，护鱼工罗

玖明熟练地驾驶执法巡逻艇，开始了一天的

江面巡逻。

为了让母亲河休养生息、修复其生态环

境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作 出 长 江 十 年 禁 渔 的

决策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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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公安部组织

长江流域 15 省（市）公安机关和长航公安机

关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开

展为期 3 年的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

项行动（简称“长江禁渔”专项行动）。

“长江禁渔”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计侦

破涉渔刑事案件 2 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4 万人，长江流域规模性非法捕捞犯罪活

动得到有效遏制。

曾当了 20 多年渔民的罗玖明，自从长

江 禁 渔 后 就“ 转 行 ”成 为 一 名 护 鱼 人 。 他

说，与刚“转行”时的忙碌相比，如今这片水

域的非法捕捞行为越来越少。

以打促禁，依法
严惩非法捕捞犯罪

潜水服、防鲨枪、橡皮艇……日前，重庆

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食药环支队破获一起

非法捕捞案，查获不少作案工具。

“难不成是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今年

1 月，北碚区公安分局民警辛正立在工作中

发现一条疑似非法捕捞线索。收到线索后，

重庆市公安局“长江禁渔”专项行动办公室

随即组织精干警力开展调查。

民警多次往返于重庆市多地，对大量相

关数据进行分析研判，摸排出一个以张某

某、吴某某为首的非法捕捞犯罪团伙。

专案组安排专人连续数日对作案河段

进行蹲守，摸清作案规律，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14 人，收缴渔获物

200 余公斤，查扣潜水服等作案工具。

专案组联系西南大学渔业资源环境研

究中心的专家对该案渔获物进行认定。及

时固定证据后，北碚区公安分局联合区农业

农村委，在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和警风监督员

的监督见证下，将存活的江团、尖口铜鱼等

放生。

“该团伙反侦查意识强，作案手法专业，

多次深潜使用电捕工具实施非法捕捞。”北

碚区公安分局“长江禁渔”专项行动办公室

主任刘小松介绍，该团伙非法捕捞犯罪活动

涉及“捕、运、销”全链条，捕捞的渔获物被贩

卖至多个水产品门店及餐馆。

公安部掌握情况后，将该案列为部督专

案重点推进，部署相关省市同步跟进，全链

条深挖彻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重庆等

地公安机关拓展研判、串并扩线出长江流域

部分省份共 2400 余人涉及潜水电捕鱼相关

线索。

“潜水电捕鱼隐蔽性强、流动性大、非法

收益丰厚，单次作案所得渔获物动辄成百上

千斤，不法人员受利益驱使顶风作案。”重庆

市公安局“长江禁渔”专项行动办公室副主

任、环保总队总队长黄志胜说，该专案目前

共抓获嫌疑人 113 人，现场查获渔获物 600
余公斤，成功斩断跨渝黔桂三地的“捕、运、

销”非法捕捞链条。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

安机关坚持以打促禁，把打击重点放在团伙

犯罪、跨区域跨流域犯罪、新型犯罪等方面，

强力攻坚、全力突破，始终保持对非法捕捞

犯罪高压严打态势。

立体防控，营造
“不敢捕、不能捕、不
想捕”的浓厚氛围

“团伙作案的案件少了，明目张胆捕捞

的少了，牟利性非法捕捞少了。”谈及这几年

的长江禁渔工作，长航公安上海分局刑侦支

队副支队长喻欣说。“知道禁渔的人多了，水

里的鱼多了。”一位上海市民说。

长江禁渔带来的“少”与“多”，与加强巡

防、宣教密不可分。专项行动以来，许多祖

祖辈辈打鱼的退捕渔民，对长江禁渔工作有

了新的认识。现在他们不仅自己不会再去

捕捞，还主动进行禁渔宣传。

记者跟随长航公安上海分局的巡逻艇

在 江 面 上 看 到 ，主 航 道 上 往 来 船 只 忙 碌 ，

在 吴 淞 口 锚 地 ，不 少 船 只 在 等 待 码 头 装

卸货。

“我们积极构建立体化巡防格局，针对

辖区水域自然保护区多、涉渔案件多发的特

点，在长江上海段下游水域增设检查站，日

常工作中加强对保护区周边水域巡逻，对货

运船舶携带违规渔具等行为开展针对性检

查，并进行宣传教育。”长航公安上海分局政

委蒋剑介绍，通过突出源头治理，加强打防

管控一体化构建，推动群防群治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形成多元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工作

格局。

信息技术的运用，推动禁渔工作的持续

高效运转。借助长江口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长航公安上海分局可以实时了解辖区内船

舶的航行或滞留情况。近年来，长航公安上

海分局在传统“人、车、船”巡防的基础上，注

重技防，以案件高发水域、沿岸、滩涂等为重

点，采用“常态+高峰”相结合的巡防模式，全

面动态掌握水域态势，实现多元化、立体化

巡防。

公安部先后印发公安机关切实服务保

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强内

河水域治安防控工作的意见；指导在重点

水域布建智能感知设备，对重点水域实施

立体化防控；牵头开展涉渔百日走访活动，

在沿江重点水域、场所等张贴禁渔警示宣

传海报，营造“不敢捕、不能捕、不想捕”的

浓厚氛围……公安机关坚持立体防控，挤

压犯罪空间，不断提升日常管控效能，筑牢

禁渔防线。

协同联动，不断
提升综合治理、系统
治理合力

湖 北 省 荆 州 市 境 内 有 长 江 黄 金 水 道

483 公里、长江故道 93 公里，22 个水生生物

保护区，渔业资源丰富。长江十年禁渔开

展以来，长江里的珍稀物种江豚出现频率

显著增加。

“ 有 人 在 陈 家 台 村 长 江 航 道 内 电 捕

鱼。”荆州市公安县公安局埠河派出所民

警接到群众举报后迅速到达现场，发现长

江航道中间疑似有人驾驶小船非法捕鱼，

但派出所没有巡逻船只，民警迅速联系长

航公安荆州分局请求船只增援。长航公安

民警迅速驾船赶到现场，协同将犯罪嫌疑

人抓获。

2021 年 4 月，公安部在湖北武汉召开公

安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工

作推进会，组织长江上、中、下游省（市）公安

机关与长航公安机关签订区域警务合作协

议，以长江干线为牵引，打造了“一线带三

圈”的长江警务一体化合作新格局，将长航

公安机关垂直管理和水上执法优势，与地方

公安属地管理和侦查资源优势相结合，形成

“1+1＞2”的协同联动、合成作战优势。其

中，以长江大保护为契机，荆州市公安局与

长航公安荆州分局联合侦办非法捕捞案件

13 起。

今年 3 月，浙江省嘉善县渔政部门查获

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由于渔获物数量已

达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即通过行刑衔接机

制，及时将案件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

局侦办。

“青浦公安分局水上治安派出所做强跨

区域跨部门联勤联动，以打击非法捕捞犯罪

为抓手，统筹吴江、嘉善等地公安、渔政执法

力量，落实情报线索共享、合作打击整治、统

一执法标准等工作措施。”上海市公安局边防

和港航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重庆与川鄂湘黔 4 省签订交界水域共

管协议，市内各区县各部门健全执法协作

机制，建成多个省际渔政工作站、长江禁渔

警务联络室，形成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

联勤联动机制；上海公安不断加强长三角

区域警务合作，积极对接法院、检察机关、

农委、市场监管、海警等部门，共同签署加

强长江流域上海段渔业资源保护协作工作

的备忘录……

“公安机关不断加强同涉江行政主管部

门联动配合，增强行刑、警种、区域、江地之

间的联动协作，将执法监管、排查整治和打

击犯罪工作有机结合，不断提升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合力，充分发挥合成作战效能。”公

安部治安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公

安机关将以深化推进“平安长江”行动为抓

手，继续保持打击非法捕捞犯罪高压态势，

持续开展禁渔宣传活动，确保禁渔禁捕工作

常态长效，为共抓大保护、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图①①：浙江省金华市公安、交通、市场监

管 等 部 门 执 法 人 员 开 展 禁 渔 联 合 执 法 巡

逻。 胡肖飞摄（人民视觉）

图②②：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长江灯塔广

场水清岸绿、风景如画。

王 耿摄（人民视觉）

版式设计：沈亦伶

嘉陵江畔，渔民“转行”成为护鱼员；荆州

河段，江豚成群再现；吴淞口，水清岸绿生态

宜人……

沿着滔滔长江顺流而下，发生在长江母

亲河流域的一幕幕，印证了开展“长江禁渔”

以来的显著变化：不仅鱼群变多了，水质变好

了，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长江禁渔，保

护的不只是鱼，还是推进长江大保护和坚持

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开 展“ 十 年 禁 渔 ”，禁 的 是 渔 、难 点 是

人。公安机关开展“长江禁渔”专项行动，重

拳打击非法捕捞犯罪，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既有力惩治了不法人员的违法犯罪行

为，也教育引导群众不断提高生态保护意识

和法治意识。为了保障退捕渔民上岸后再

就业，沿江省份积极出台政策措施。比如，

将有就业意愿的渔民纳入重点服务群体名

单，并为其提供就业技能培训等。

公众参与不可或缺。记者看到，许多市

民自发加入长江禁捕志愿者行列，在巡查宣

传的同时，还协助捡拾江边的生活垃圾等，

悉心维护着一江清水、两岸翠绿。有的餐饮

经营者、消费者说，要巩固已有的禁渔成果，

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饮食观，号

召更多人加入长江大保护的行列，共同守护

美丽长江。

“十年禁渔”开展 3 年多来，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资源量明显增加，但种群结构和

生 境 状 况 仍 处 在 强 基 固 本 的 关 键 阶 段 。

各 地 各 部 门 仍 需 久 久 为 功 、协 同 发 力 ,让
水清岸秀、江美鱼丰的美好生态带给人民

群众更多获得感。

公众参与 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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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这事儿办得真快，我还以为得起诉打官司呢。”不久

前，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某水果批发部通过网上立案平台，向

鸡冠区法院递交起诉材料，要求水果商贩刘某立即归还赊购水

果款。

鸡冠区人民法院收案后，经过评估，将此案移至市社会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服务中心。中心接案后，立即组织 2 名调解员进

行具体调解。在调解员耐心普法、细心调解下，当事人刘某当天

就同意一次性给付欠款，双方自愿签订了调解协议。

去年 8 月，由鸡西市委政法委牵头组建市社会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服务中心，协调相关 16 家单位入驻，确定了“前端统一登

记、专业咨询，中端部门联动、靠前化解，后端诉讼受理、快速裁

判”的诉调对接工作规则，构建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有机

衔接的工作体系，形成了“党委政法委统一领导+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四大调解方式’+多家单位入驻的

多元解纷平台”，着力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中心打造成

汇集社情民意、为民排忧解纷的“前哨站”。

该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待群众 1.1 万人次，调解矛盾纠纷

8000 余件。同时，鸡西市委政法委积极推动矛盾化解力量下

沉，组织网格员、调解员深入村屯、社区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工作，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1.6 万余次，调解成功率达 96%。

“我们全力推进市县乡村四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闭环，力争

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诉讼之前，有效减轻案件当事人和人民群众

诉累。”鸡西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鸡西市充分发挥基层

干部的作用，推动所有网格员进网入格，知民情、解民忧、暖民

心，把矛盾纠纷化解的成果切实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效。

黑龙江省鸡西市

多元化解纠纷

高效服务群众
倪 弋 李芝仪

网络谣言传播错误信息，

污染网络空间，影响社会和谐

稳定。

一 直 以 来 ，公 安 、网 信 等

部 门 把 网 络 谣 言 作 为 互 联 网

整治重点，取得了显著成效。

7 月 15 日至 7 月 21 日，公安部

网 络 安 全 保 卫 局 在 全 国 范 围

内组织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

言宣传周”活动，联合各界群

众、互联网企业等共筑和谐清

朗的网上舆论环境；近期，针

对一些网络账号杜撰、歪解公

共政策信息，误导群众、从中

牟利的情况，中央网信办指导

网站平台开展重点排查整治，

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处置

违法违规账号 373 个。这些针

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有力净化

了网络空间。

但必须看到，随着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不断应

用，一些“花色翻新”的网络谣

言不断出现，网络谣言的分辨

难 度 也 变 得 更 大 。 此 前 一 段

内容为“某明星被警方围捕”

的“图片新闻”就在各平台广

为传播，画面宛如实拍，其后

被 证 实 是 AI 生 成 的 虚 假 消

息。此外，随着短视频等新兴

平台的不断发展，用户范围越

来越广，网络谣言的传播力也

越来越强，造成的不良影响也

更加严重。

面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

创新治理举措，让网络谣言治

理“道高一丈”，应成为当然之

举、当务之急。今年 1 月起施

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

成管理规定》，明确要求不得

利 用 深 度 合 成 服 务 制 作 、复

制、发布、传播虚假新闻信息，

并 规 定 了 一 系 列 监 管 制 度 。

不久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对治

理 虚 假 信 息 作 出 明 确 规 定 。

相 关 部 门 应 在 相 关 规 范 的 基

础上，不断完善相应制度以强

化 治 理 。 例 如 可 以 针 对 网 络

谣言，进行专门的建章立制，

推 动 更 高 效 力 层 级 的 规 范 落

地 实 施 。 而 在 执 法 和 打 击 层

面，有关方面也应及时研判新

问题、总结新经验、完善新举

措，努力把“花色翻新”的网络

谣言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

网络平台是信息内容管理第一责任人。当前，多数平台已

经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识别虚假信息，但对网络谣言的标记、查删

有时并不及时；有的平台对“据网传”“据有关人士透露”样式的

“擦边谣言”判定处理不及时；有的因造谣被封禁账号“换个马

甲”上线，平台有时无法及时察觉处置。对此，有关平台应及时

优化措施，改进虚假信息判定处置机制，加强对违法违规账号的

身份识别，积极配合执法监管。面对“花色翻新”的网络谣言现

象，我们要加大治理力度，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水平，构建规

范有序的网络环境，守护好亿万网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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