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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的虾苗品种优、长势好，个头最大的超过3
两重，市场价格每斤六七十元。”最近，安徽省桐城市
双港镇练坛村退捕渔民汪晶今年养殖的15亩鱼虾喜
获丰收。中秋节后已经捕捞 1000 多斤罗氏沼虾上
市，毛收入近5万元。其中一半虾放在自家的土菜馆
售卖，成了食客必点美食。

汪晶是生活在桐城嬉子湖畔的传统渔民，连通
长江的嬉子湖实施十年禁渔，他也响应政策退捕转
产搞起了水产养殖。

今年是长江十年禁渔“三年强基础”的关键之
年，沿江10省（市）退捕渔民有23万多人，他们安置、
转产、转业情况如何？能否实现退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的目标？记者连续三年跟踪采访了部分退捕渔
民，试图用截取的部分生产生活场景把答案呈现给
读者。

掌握一门手艺很重要

自长江十年禁渔以来，农业农村部开展了退捕
渔民就业帮扶“暖心行动”，针对部分年龄偏大、劳动
技能单一、就业稳定性不强的退捕渔民，开展就业帮
扶活动并作为每年农业农村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重点工作任务加以落实。

“虾苗运回家后先别着急投放，要连同包装袋一
起先放在水塘里静置 20分钟，让虾苗适应虾塘里的
环境和水温，这样可以提升虾苗存活率。”专家讲解
耐心细致，养殖户听得认真。今年6月13日，由全国
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联合浙江淡水水产研究所在安徽
省定远县西卅店镇举办“暖心行动”，向安徽沿江地
区退出捕捞后从事水产养殖的部分渔民赠送罗氏沼
虾苗种。这是当时专家给获赠渔民讲解技术要点和
注意事项时的生动场景。

此次向长江沿岸退捕渔民捐赠优质虾苗活动在
安徽和重庆两地同步进行，共有300万尾虾苗赠送给
当地退捕渔民。

汪晶参加了在安徽省定远县举行的罗氏沼虾苗
种赠送活动，与他一起受益的有安庆、芜湖、马鞍山
等地的 20多户退捕渔民共获赠虾苗 130万尾。“虾苗
经过45天培壮，大小有3-5厘米长，个个都是壮苗。”
汪晶领到虾苗喜不自禁。把虾苗运回家以后，他严
格按照技术教程采用虾鱼混养模式精心饲养。

“生长期 3个多月，中秋节前开始捕捞。我采取
抓大放小的办法，捞上来个头小的放回塘里继续长，
这样可以持续捕捞到春节前，估计还能有千把斤的
收获。”汪晶说，今年罗氏沼虾和花鲢混养，收益不
错。明年，汪晶打算扩大规模，把自家流转的稻田也
充分利用起来，采用一稻两虾的模式，可以养一季小
龙虾，再养一季罗氏沼虾。

然而，同期获赠了罗氏沼虾苗的重庆垫江县退
捕渔民王德亮就没有汪晶的好运气。他和朋友一起
成立的家庭农场在这次帮扶活动中获赠了30万尾虾
苗，但是由于高温、暴雨、逃逸、缺氧死亡等多种因素
影响，只收成了不足300公斤虾，损失比例比较大。

浙江淡水水产研究所不仅为退捕渔民免费提供
了罗氏沼虾苗种，还在虾苗养殖期提供全程技术指
导和服务。“这次重庆的养殖户产出成虾约 6635 公
斤，销售收入约 40 万元。有 4 户损失惨重几乎绝
产。”曾多次到王德亮家进行技术指导的浙江淡水水
产研究所副所长原居林表示，获赠虾苗的退捕渔民
总体养殖情况不错，亩均增收可以达到 2000元。针
对这部分设备设施落后、技术薄弱的养殖户，明年要
加大技术改造，提升虾苗的存活率。

江西省鄱阳县退捕渔民王亮从事捕捞近 20年，
退捕前他有 4艘渔船。退捕以后他打算找一份水产
养殖方面的工作，希望通过养殖技能学习开办自己
的养殖企业。他参加了农业农村部 2021年 6月在鄱
阳县召开的长江退捕渔民就业帮扶培训“暖心行动”
启动会。

在那次启动会上，以水产养殖加工、种植和畜禽
养殖等实用课程为主要内容的技能培训最受退捕渔
民欢迎，有 230多名退捕渔民参加了为期 15天的就
业帮扶培训。参加培训的渔民纷纷表示，他们非常
渴望长远稳定发展，培训给他们送来了实用技术，给
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而王亮最关注的还是有近百家企业参加的招聘
会。招聘企业提供了跟水产养殖加工、流通和渔业
捕捞有关的劳动岗位近1000个。在一家捕捞企业的
展台前，王亮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工作人员表示
能够为他提供帮助，让王亮感到非常欣喜。

今年 8月在江苏省泰州市举办的长江退捕渔民
就业帮扶“暖心行动”活动上，以电商创业为主要内
容的培训格外吸引参会的退捕渔民，有 3000多人参
加了线上线下培训。传统的水产养殖、综合种养、疫
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培训已经不能满足退捕渔民对培
训和实用技能的需求，他们希望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接受跟新时代结合更紧密的技能培训。

江苏省如皋市退捕渔民陈仁兵原来就有养殖技
术，他这次来参加培训就是看准了电商培训课程，他
还对两家参会企业发布的农产品电商采购计划也很
感兴趣。“我跟很多情况相同的朋友交流过，大家更
愿意接受新事物。”他还建议，有关部门应广开“绿色
通道”，引导帮助他们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认证，对退
捕渔民就业很有帮助。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第二季度调度，
有退捕任务的 10省（市）约 16万名有转产就业能力
和就业需求的退捕渔民实现应帮尽帮，退捕渔民就
业率已经达到 99.99%。同时，为了解决退捕渔民上
岸的后顾之忧，各地对符合参保条件的 22万多名退
捕渔民实现应保尽保。

家门口创业就业幸福多

时下正值大闸蟹上市热销旺季，江苏省泗洪县
临淮镇胜利村退捕渔民段盼盼的网店订单络绎不

绝。她每天接单、发货，一箱箱膏肥黄满的洪泽湖大
闸蟹发往全国各地。其中最忙碌的要数捆扎大闸
蟹，邻居“宝妈”们扎堆在一起干活，手脚麻利、动作
娴熟，一边捆扎大闸蟹，还不时传出欢声笑语。

段盼盼是个时尚的“95后”，退捕以前，她家跟胜
利村其他居民一样世代栖居在船上，一条船一张网，
厨房连卧室不过四五平方米，渔民一家吃喝拉撒都
在船上。

“除了捕鱼，我家还搞养殖。”父亲段广玉勤劳能
干，很早就在湖区围网搞起了淡水养殖，家里每年收
入颇丰。从小在船上生活的段盼盼，深知渔民上岸
采购生活用品很不方便，开船往来一趟要 2-3 个小
时。2016年，聪明伶俐的段盼盼看准了商机，在父亲
的支持下，加盟“村淘店”，成为全国唯一的一家水上

“村淘服务站”。
网店加盟以后，在没有物流配送的条件下，她用

网购帮渔民订购商品，开船到码头上集中取货，再给
每家每户送货上门，赢得了大伙的信任。水上网店
解决了附近渔民们买难卖难，让周边渔民足不出户
享受到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服务。

为保护洪泽湖湿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胜利村
所属的临淮镇自 2015年起实施“退渔还湿”，渔民在
政策推动下，纷纷拆除湿地保护区内的养殖网围。
段盼盼家的养殖网围也拆除了，没有其他技能的段
父仍放不下继续搞养殖的念头，就到附近周边寻找
荒废的土地流转过来挖成鱼塘，继续搞养殖。

“最大的转变是 2019年，结束了世代水上漂，我
们在岸上定居过了第一个新年。”段盼盼说。2018年
下半年，泗洪县实施生态搬迁集中安置工程，多个安
置点陆续开工建设。2019年春节前夕，新建成的安
置点一栋栋青瓦白墙式楼房张灯结彩，段盼盼家跟
268户渔民一起搬进新居。乔迁新居的渔民家家户
户房前挂起了腊鱼、腊肉，欢欢喜喜在岸上过了第一
个春节。

为解决上岸渔民转产就业问题，当地政府建设
了水上“生态牧场”，成立了养殖合作社，鼓励退捕
渔民加入并多方提供就业指导。退捕渔民有加入
合作社的、有进企业务工的，60 岁以上的老人还能
按月分红。

上岸以后生活稳定了，段盼盼的网店也升级成

了264平方米的天猫优品服务站，服务门类也从生活
用品延伸到大小家电，为了增加体验感，让客户更为
直观地看到商品，她还添置了一台网络触屏一体机，
群众购物更方便。

随着业务拓展，段盼盼的服务站面临着资金短
缺问题。一筹莫展之际，镇政府又帮她申请了 15万
元的创业贷款，加上家里的积蓄，段盼盼创办了泗洪
县玉旺电子商务中心。段盼盼时常自嘲“我从店小
二升格成了总经理”。

受疫情的影响，周边村民的农产品出现了流通
不畅。去年3月，段盼盼申请注册了“臻鲜农”电商店
铺，通过第三方平台把周边群众的农产品在线销
售。如今，她又注册“百佳鑫”商标，该品牌包装的大
闸蟹供不应求。

日结日清，捆扎一个螃蟹5毛钱。进入洪泽湖大
闸蟹旺销季节以来，段盼盼先后带动 20多位“宝妈”
参与其中。“捆扎一个螃蟹，手法娴熟的只要十几秒，
每天能挣700-800元，手慢点也能挣200-300元。”段
盼盼说。为了鼓励这些出不了门的“宝妈”们，段盼
盼采用工资日结日清，绝不拖欠的原则，极大调动了
大伙的积极性。

为了让“宝妈”们全年“有事做、有钱赚”，2022
年 6 月段盼盼与手工活站点合作，自己先去手工活
站点学习编织手工活，回来以后再手把手教学，最
后由“宝妈”们带回家进行制作，目前有 60 多位“宝
妈”参与其中，她们都乐呵呵地表示，在家门口挣钱
就是方便称心。

从“捕鱼人”变身“护鱼人”

今年 7月 31日是第 16个“世界巡护员日”，2022
年度长江流域渔政协助巡护优秀队伍和优秀队员表
扬活动在四川省宜宾市举行，有36支巡护队伍和100
名巡护队员获表扬。

“世界巡护员日”是由国际巡护员联盟和绿色前
线基金会于 2007年发起的纪念日。每年 7月 31日，
全球范围内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支持者都会
庆祝这一天，向工作在第一线的巡护员表示关注和

感谢。
2017年，由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多

家单位发起长江巡护员试点示范。“我们最早从巡护
江豚这一长江旗舰物种入手，水上巡护工作经过3年
多的探索，目前长江巡护员制度已经推广至全国。”
该基金会负责人王利民介绍，如今，协助巡护制度已
经从试点迈入制度化建设。在众多的长江巡护队员
中，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退捕渔民邹志明是最普通
的一位。

已是初冬，江风还不算凉，江岸树木林立，江鸥
低空盘旋，偶尔还能看到江豚在戏水追逐。穿上印
有“长江禁渔”字样的黄色马甲，骑着电动车，每天巡
护青山区二七桥至建设四路之间3公里长的江段，是
邹志明最感惬意的时候。他说：“退捕以后，工资收
入虽然少了点，但没有了江上捕鱼的辛苦，还多了份
稳定和安逸，连老婆都说自己吃胖了。”

邹志明和妻子杨红珍在长江禁渔之前以船为
家，捕鱼足迹遍布长江各江段。“那时候收入看天，有
时候满载而归，有时候收获甚微。”江上打鱼这么多
年，最让他俩难忘和有成就感的就是2012年，他们配
合中国科学院救助江豚那件事。

“当时，江豚一家 4口被困在天兴洲大桥附近一
处深水区，周边水浅游不出来。我熟悉那片水域就
配合救援团队开船，历时 20 多天，才把它们解救出
来。”回忆起十几年前的这段往事，老邹仍是一脸的
骄傲。

世代都是渔民的邹志明没有别的技能，夫妻俩
结婚生孩子以后就申请了经济适用房在青山区安居
下来。孩子上学之后，妻子在家照顾孩子，邹志明继
续捕鱼养家。长江禁渔之后，夫妻俩双双从捕鱼人
变成巡护员，除了基本工资，还有五险一金。

“刚开始，巡护工作比较难开展，有些人不听劝
解不离开，不理解甚至谩骂我，还有人违规使用双钩
垂钓。”邹志明对这份工作也有一段适应过程。

很多垂钓者是青山区大型企业的退休职工，
面对不听劝解的垂钓者，邹志明就拿出随身携带
的手册宣讲政策耐心讲解。对于违规使用钓具的
垂钓者就要暂扣渔具，待对方写出书面承诺后再
交还渔具。

“‘一竿双钩’是明令禁止的，也一直是巡护难

点。”在今年初，邹志明参加了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
开展的导钓培训班，他学会了“一钩一弹簧”代替“双
钩”的有效办法。在之后的巡护中，邹志明将这种钓
法推荐给钓鱼爱好者。如今，在他所巡区域，杜绝了
双钩垂钓的违规现象。

武汉市钓鱼协会今年组织钓鱼比赛时招募了志
愿者，邹志明夫妇看到信息后踊跃报名，先后在

“2023中国武汉垂钓挑战赛”等多个比赛中担任志愿
者，协助裁判维持秩序、协助称重等工作。

“做钓鱼比赛志愿者，可以直接和选手面对面
交流，了解垂钓者的习惯和想法，有利于我们进行
导钓服务。”通过多次在垂钓大赛中辅助执裁，邹志
明已经积累了一些执裁经验，下一步，他要利用业
余时间加强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希望能顺利考取
垂钓国家级裁判员证书，实现从护渔员到导钓员的
梦想。

如今，长江流域渔政协助巡护队伍不断壮大，已
从最初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资助的 11个点、
108名协助巡护员的试点示范，发展到如今的 846支
协助巡护队、2.5万余名队员，成了长江流域渔政执法
的重要补充力量。

养老有保障 就业有出路

长江十年禁渔以来，为了及时掌握退捕渔民安
置转产转业的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印发了《“十省百县千户”长江退捕渔民跟
踪调研实施方案》的通知，在沿江 10省份选取了 115
个区县为样本县，对退捕渔民生产生活基本情况进
行调查监测。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是党中央为全局计、为子
孙谋的重大战略决策。按照农业农村部党组“一
年起好步、管得住，三年强基础、顶得住，十年练内
功、稳得住”的总体思路，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
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聚焦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的总体目标，承担了“十省百县千户”
长江退捕渔民跟踪调研（以下简称跟踪调研）课
题，精心组织科研人员分赴长江流域重点省份开
展调研。

调研通过全面跟踪调查长江流域退捕渔民上岸
后的生计状况、转产转业状况及各省市落实政策的
实际情况，动态分析研判各地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政
策的实施效果，为科学推进禁捕退捕各项政策措施
的落实和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十省百县千户”退捕渔民信息系统 121
个县（市、区）550 个乡（镇）3881 户数据以及实地调
研 45 个县（市、区）1188 户数据统计显示，在长江十
年禁渔“三年强基础”阶段，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退捕渔民就业率接近 100%，收入
稳步增长，退捕渔民的养老保险、低保等问题已基
本解决。

在四川省富顺县新湾村，退捕渔民雷波 2019
年底退捕转产专业养殖豪猪，成功实现了从“渔
民”到“猪倌”的转型，他还利用养殖场畜禽废弃物
资源，流转 40 多亩土地种植柑橘，实现种养绿色循
环利用。

地处长江支流沱江之滨的富顺县，从县域经
济发展实际和需求出发，积极做好政策宣传、职业
介绍和就业指导的常态化就业服务，开展免费技
能培训，建立就业帮扶基地，落实创业激励政策。
截至 2023 年上半年，全县 874 名退捕渔民中，有劳
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 690 人全部实现转产就
业，同时积极引导退捕渔民按规定主动参保，实现
了应保全保。

富顺县的做法经验是各地助力上岸渔民转产
就业的一个典型。据跟踪调研统计，从就业形式来
看，自主创业、企业吸纳和渔业产业安置三类退捕
渔民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就业形式的退捕渔
民。从不同区域来看，安徽、四川和贵州三省满意
度高达 90%以上。

通过跟踪调研比较，退捕渔民中年龄段越低的
人员，企业就业和灵活就业的比例越高；年龄越高
的退捕渔民，公益岗位安置、务农和渔业产业安置
的比例越高；能够自主创业的以 41-50 岁的群体比
例最高。

“退捕渔民家庭收入稳中有升，长期增长预期
向好。”连续参与跟踪调研的上海海洋大学教授陈
廷贵表示，截至去年末，样本渔民家庭中，55.62%的
渔民收入不变，38.27%的渔民收入上升，6.11%的渔
民收入下降。对于未来几年家庭收入增加的预期，
30%的退捕渔民认为可能性比较大，32%的退捕渔民
认为可能性一般，长期收入增长预期总体向好。同
时，跟踪调研结果表明，禁捕政策提高了退捕渔民
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确保退捕渔民“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

跟踪调研还显示，“能致富”目标的瓶颈问题目
前较为突出。“依据跟踪调研数据分析，合计占比55%
的灵活就业、公益岗位和务农就业的收入水平普遍
不高且增长乏力，接近 100%的再就业率有效支撑了
退捕渔民‘稳得住’目标，但收入增长停滞使得‘能致
富’目标面临瓶颈。”陈廷贵认为，在退捕渔民普遍年
龄大、受教育水平低、就业技能单一、长年形成的生
活和工作习惯等因素限制下，“能致富”目标宜首先
瞄准部分自主创业、水产养殖企业吸纳的退捕渔民，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今年是长江十年禁渔“三年强基础”收官之
年，也是向“十年练内功”转变之年。专家指出，随
着长江十年禁渔的全面实施，退捕渔民由原来的

“特殊群体”逐渐成为一般普通市民居民，其安置
的可持续性需通过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乡村振兴等
保民生、防返贫政策来统一解决，不宜长期作为一
个特殊群体予以对待。建议沿江各地要用好各类
资金和资源，开展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休闲渔
业、经济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农渔业领域就业实
用技术培训，提升渔民就业技能。还要根据退捕
渔民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等，突出岗
位针对性和适配性，广泛提供用工信息，为渔民创
造更多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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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长江十年禁

渔“三年强基础”的关键之

年，沿江10省（市）退捕渔

民有23万多人，他们安置、

转产、转业情况如何？

根据“十省百县千户”

退捕渔民信息系统121个

县（市、区）550个乡（镇）

3881户数据以及实地调研

45个县（市、区）1188户数

据统计显示，退捕渔民安

置保障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退捕渔民就业率接近

100%，收入稳步增长，退

捕渔民的养老保险、低保

等问题已基本解决。

段盼盼组织附近“宝妈”们捆扎大闸蟹。

邹志明（右）今年4月第一次以导钓员身份担任钓鱼比赛助理裁判。

今年6月在安徽省定远县举行的“暖心行动”上，当地长江退捕渔民获赠优质虾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