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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文/图

“‘粤遂渔 11090’号渔船，立即停止
作业，停船接受检查！”10月 25日中午 11
时许，广西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工作人员在海上巡航时，发现一对双拖
渔船在保护区核心区内进行捕捞作业，
喊话要求其停止非法作业。这是记者在
参加由农业农村部组织的“严厉打击破
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行为专项执法行动
记者行”活动时亲历的一幕。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特别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于今年 5月 1日生
效以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
作的通知、关于开展严厉打击破坏水生
野生动物资源行为专项执法行动的通
知，组织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打击破坏水
生野生动物资源行为专项执法行动。10
月 23 日-26 日，记者随同专项执法行动
工作组深入广西南宁、北海等地的市场、
海洋馆、保护区等场所开展明察暗访，了
解当地新保护法落实情况。

执法监管工作面临新挑战

10月25日闯入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
保 护 区 核 心 区 非 法 捕 捞 的“ 粤 遂 渔
11090、11080”双拖船，其船尾拖着长长的
渔网，在听到保护区巡航船喊话时不但
不停止作业，反而急速向广东方向逃
逸。保护区工作人员随即将线索移交当
地渔政部门调查处理。

“白海豚等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有
追着鱼群捕食的习性，非法捕捞不仅极易
把捕食的白海豚捕捞入网造成窒息死亡，
同时也造成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的
破坏。”合浦儒艮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
周煜介绍，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原农业部发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是中华白海豚、
海龟等数十种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环境的保护区。

“这两艘船就是湛江遂溪县的渔船，
曾经因在保护区内偷捕被我们处罚过，这
次又来了！”周煜无奈地表示。保护区位于
广西北海与广东湛江两省交汇海域，保护
区管理机构没有渔业执法权，执法力量薄
弱，执法手段单一，对于跨区闯入保护区内
非法捕捞渔船的处罚权限是 3000-5000
元，不足以震慑他们的非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
条例》有关要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
意闯入保护区核心区。严格的规定，为
保护区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围墙，守护着
生活在这片区域中的野生动物。但这道
无形的围墙，却给当地渔政执法人员进
入保护区开展执法工作带来了不便，打
破保护区管理与执法之间的围墙，已经
成了保护区管理上的新问题。

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沙田
港紧紧相依，周煜表示，保护区划定后，
保护区内承包给渔民的滩涂已经陆续收
回，但大家已形成约定俗成的习惯，仍有
较多渔民在保护区内投苗养螺、赶海挖
沙虫，与保护工作形成一定冲突。如何
正确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
关系，促进保护与合理利用同步推进，是
合浦亟须探索的方向。

无序开发带来潜在风险

中华白海豚被称为“海上大熊猫”，
由于数量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
动物。钦州市三娘湾海域是中华白海豚
的主要栖息地，在钦州三娘湾国际海豚
公园里，通过大喇叭广播招揽游客“出海
观豚、保证能看到白海豚！”的承诺吸引
了大量游客。

依托白海豚在三娘湾聚居的天然资
源，广西旅发海豚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开
发经营了“出海观豚”旅游项目，成年人
收费 100 元/人，儿童 60 元/人，旺季成年
人收费160元/人。每天慕名来钦州三娘

湾一睹中华白海豚的国内游客络绎不
绝。船老大李师傅凭着10多年出海经验
应聘在这家公司开船，每天要带客人出
海 8-9趟，“国庆、中秋等旅游旺季时，公
司有26艘快艇往返接送游客。”

景区内，除了广西旅发公司从事观
豚旅游活动外，还有大量未取得载客资
质的无证游船从事观豚旅游。中国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分会专
家认为：“钦州三娘湾海域被誉为‘中华
白海豚故乡’，常年约有 200-300 头白
海豚在此栖息。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
要求，这里应该划定保护区，减少人为
活动对保护地栖息环境的打扰和破
坏。密集的观豚对海豚的栖息生长带
来不利影响，也有直接伤害珍贵野生动
物的潜在风险。”

“三娘湾海域内的观豚活动均未取
得野生动物相关许可资质，主管部门对
相关活动监管有待加强。同时，海域内
还有当地渔民设置的捕鱼流刺网，不仅
抢占动物饵料资源，也带来直接伤害动
物的风险。”参加行动的执法人员表示，
今年 5 月份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
确规定，要依法加强对野生动物及其栖
息地的保护，但是受旅游开发和经济利
益的驱使，地方政府的阻力很大，相关栖
息地的划定工作进展缓慢。

展演交易场所有待规范

夜幕降临，霓虹闪烁的北海老街上，
一家家特产店成了游客的打卡地。一家

销售珍珠饰品和海螺饰品的商店里，客
人问及有没有唐冠螺、砗磲，女老板微笑
着回答：“那些都是保护物种，不让采集
和销售。”

执法人员通过对北海老街、南珠市
场等十余家市场的明察暗访，发现非法
销售水生野生动物制品现象较前些年有
所减少，科普宣传取得一定成效，多数店
家在被询问玳瑁、砗磲、唐冠螺等珍贵物
种时会清晰告知属于保护动物不再允许
销售。

同时，执法人员也发现，在纪念品市
场里非法销售水生野生动物行为仍未杜
绝，特别是虎斑宝贝等螺贝类价值低、数
量多，非法贸易在各个市场普遍存在；海
鲜干货市场以海蛇干为主要原料泡酒的

“海宝”销售极为普遍，海蛇作为新列入
保护名录的物种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在
宠物市场和海鲜市场里，出售黄喉拟水
龟、乌龟等淡水龟类的行为均有发现，多
数还未取得许可证和标识；非法销售玳
瑁、法螺、鹦鹉螺、砗磲、红珊瑚、锦绣龙
虾等行为也在部分市场内零星存在。

北海海底世界、北海海洋之窗、南宁
海底世界等繁育展演场所的鲸豚类、鳍
足类、海龟等重点物种均已办理人工繁
育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许可数量
与在养动物数量相匹配，管理基本规
范，承担了科普宣传、收容救护等社会
职责。但是，执法人员也发现各场馆普
遍存有较多标本制品，多数虽有来源证
明但未及时办理经营利用许可证；部分
场馆在养鲟鱼、胭脂鱼、淡水龟鳖等物
种，但未办理相关许可；对于承担的收容
救护的物种，存在移交过程记录不详等
问题。

多年来，农业农村部高度关注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会同各地方渔业主管部
门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特别
是针对近年来水生野生动物案件频发的
态势，渔业渔政部门加强与公安、海警、
市场监管、林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开展

“中国渔政亮剑”“清风行动”等系列专项
执法行动，依法打击非法猎捕、杀害、交
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有力打击震
慑了违法犯罪分子。对于此次执法过程
中发现的相关问题，农业农村部渔业渔
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发现的线索
和问题将反馈给当地渔政执法部门，督
促查处和整改，将在后续执法活动中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追踪落实。

科普宣传入人心 执法监管要加力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行动广西见闻

秋日岱湖，天高云淡、流水潺潺、波光潋滟、美
景如画，在这里徜徉，时间仿佛静止一般，岁月也静
谧得从未如此美好。“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
同，而乐亦无穷也。”岱湖的美，不在于一季一时，每
时每刻都有它独特的韵味，龙辰塔下仰望，十七孔
桥边嬉戏，连廊中流连，既有古朴厚重，又不乏现代
气息，幸福河湖的感悟在这里跃然。

勾勒线条，幸福河湖容貌显现

岱湖位于安徽省萧县老岱河圣泉段凤北新
城，占地 1437 亩，其中绿地 785 亩，水面 652 亩。
2021 年以来，按照水利部关于幸福河湖建设的有
关要求，萧县全面启动老岱河岱湖段省级示范河
湖建设，统筹做好河道生态环境整治提升、两岸河
道景观优化、配套设施完善，建设生态湿地、广场、
滨水休闲、阳光草坪、中式岛、儿童活动和康体运
动多处场所，完成绿化 50.7 万平方米，栽植植物
105 种，种植樱花、银杏、红枫、垂柳、合欢、朴树等 6
万余棵。同时为方便群众休闲，建设入口广场、阳
光草坪、龙辰塔广场、蓝天草坪、专用码头、喷泉广
场（旱喷）、音乐喷泉、千人滩、东南广场、文化草
坪、情人岛、停车场及卫生间等，成为广大群众休
闲娱乐的幸福湖。2021 年岱湖作为全市第一批省

级幸福河湖通过创建。

着笔上墨，做好幸福河湖管护

萧县县委、县政府坚持以河湖长制为抓手，持
续推动做好幸福河湖后续管护工作，让幸福河湖为
群众的幸福感加码。细化岱湖河湖长职责，加强日
常巡查与管护，强化河长责任担当，结合岱湖水生
态、水文化特色，设置河长制公示牌、节水社会宣传
牌，营造护河氛围。开展“河我一起、守护碧水——
志愿者在行动”活动，对社区居民进行爱护河道宣
传，让社区居民参与到护河志愿者的行列中来，鼓
励社区群众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积极
参与河道沿岸垃圾清理、植绿护绿等志愿服务活
动，用实际行动保护岱湖，争当“护河大使”。在萧
县河长制工作制度的基础上，对老岱河岱湖段制定
了镇级巡河制度，县水政监察大队不定期开展执法
巡查工作，确保河湖管理范围内无“四乱”。

题款用印，绘就幸福水韵龙城

萧县起源于古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及丰富的
文化底蕴，素有汉兴福地、书画之乡、胜利之城的美
誉，岱湖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印记和一张崭新的名
片，成为人民群众心中的幸福河湖。下一步萧县将

继续深入贯彻中央生态文明思想和“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制度
执行，强化水行政执法，加大节水和河湖长制宣传，

持续巩固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果，努力将岱湖打造成
幸福河湖全省样板，并且以岱湖幸福河湖建设为新
的出发点，以推进人民幸福为己任，全力谱写“城水

相依、人水相亲”幸福河湖新篇章，把萧县打造成水
韵风华的宜居龙城。

萧县河长制办公室

幸福河湖为幸福生活添彩增亮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为贯彻落实今年 5 月 1 日修订实施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切实加强水生野生
动物执法监管，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开
展严厉打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行为
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农渔发〔2023〕11
号）部署安排，农业农村部于近日组织开
展了“水野执法记者行”活动，深入河北、
辽宁、广东、广西等省（区），对保护区、海
洋馆、市场等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利用关
键区域进行明察暗访，深挖细查违法违
规线索，广泛宣传曝光，加大整治力度。

此次活动由渔政执法人员、行业协

会代表和相关媒体记者组成，检查了5处
涉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8处海洋馆
以及 30 余处市场。检查中发现，经过多
年的严格监管和广泛宣传，各类水生野
生动物利用活动规范程度持续提升，违
法违规活动明显减少，公众对水生野生
动物保护管理要求的了解程度显著提
高。与此同时，一些突出问题仍然存
在。一是保护区内违法违规活动普遍较
多，非法捕捞、电鱼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
发生，赶海挖沙虫等破坏水生野生动物
栖息地活动比较普遍。二是繁育展演场
所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部分海洋馆的
展示标本和个别在养动物未按规定办理

许可证，繁育死亡记录不够完善，动物来
源、去向不清晰。三是市场内违法销售
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情况仍然存在，
旅游景区、海鲜干货市场和宠物市场内
均发现未按规定办理许可证或未申领使
用专用标识销售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行为，公众对部分新列为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的物种保护意识还不强。

针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案件
线索，执法检查人员要求地方渔政执法
机构尽快核实处置，并提出下一步工作
要求。一要进一步强化在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区内的执法监管，落实法律赋予渔
业渔政部门的职责，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等各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
违法违规行为。二要进一步规范管理海
洋馆等繁育展演场馆，严格按照法律规
定为在养动物和展示标本办理许可证，
加快推进将繁育展演物种情况录入水生
野生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确保在养动物
来源合法、去向明确。三要进一步管好
市场流通环节，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强
化对海鲜、干货、宠物市场的监督检查，
清理未取得许可证和专用标识销售各类
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加强对新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科普宣传，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农业农村部开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行动

□□ 王琼

11 月 8 日，立冬，暖阳普照，在湖
南君山生态渔业集团所属的采桑湖，
渔 民 迎 来 了 一 年 中 最 忙 的 时 候 ，收
网、分拣、装运，上演着人欢鱼跃的壮
观场景。

“我一清早就来了两辆货车，预计
有 3 万斤鳙鱼，全部销往重庆。”老板汪
联阶看着活蹦乱跳的大鲜鱼，脸上笑
成了一朵花，他告诉笔者，立冬开始就
进入了销售旺季，别看这么多鱼，价格
也水涨船高，到了重庆不要两个小时
就会被商家抢光。

“君山的鱼为什么那么受消费者
喜爱？”笔者很好奇。

“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大湖
养殖的，还有一个是纯生态的，现在市
场上很难有大湖的鱼了，大湖的鱼不
会投肥投饵，肉质鲜美，供不应求。”汪
联阶一语道出了君山鱼畅销的奥秘。

“仅仅一年的时间，我们的鱼由销
售难到现在的抢手货，搭上我们区里
的‘三资’改革，采桑湖由以前的乡镇
粗放管理，到现在的国企统一经营，
不 仅 鱼 养 得 好 ，价 格 也 是 以 前 的 几
倍。”采桑湖渔场有限公司经理许森
深有感触。

君山区北临长江、南濒洞庭，境内
渔业资源丰富，拥有养殖水面 10.9 万
亩，其中湖泊 5.9 万亩，精养鱼池 3.3 万
亩，水库 1.7 万亩，水域养殖面积占区
域面积比例在全省排名前列。但是由
于养殖的品种不多、个体老板承包效
益不高、基本处于原始产品或初始加
工状态，年收入不到 200 万元，亩均产
出仅 60 元。

近年来，岳阳将“三资”运作改革
纳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事项，鼓
励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试点创新。

2022 年，君山区全面梳理区内大
湖水面财产、产权、债务、承包经营等
情况，结合《岳阳市君山区现代渔业发
展规划》《岳阳市国有资源资产资本运
作改革总体方案》及借鉴外地做法，制
定 了《水 产 养 殖 场 转 型 升 级 工 作 方
案》，组建专门的区属国有企业——湖
南君山生态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君山生态渔业集团作为“三

资改革”的主力军，将水产养殖场的社
会事务移交，进行全区太阳湖、畔门
湖、溜子湖等 14 个大湖回收，实行大湖

“一湖一策”，采桑湖实行立体综合生
态养殖，团湖养殖黑壳鲫鱼和莲、藕为
主，并定制相应的养殖方案。

“最开始渔民们都不理解，集团大
湖收回阻力很大，很多渔民不配合，不
支持。”湖南君山生态渔业集团工作人
员熊丽君说道。

“只有让渔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
益 ，才 能 让 老 百 姓 心 甘 情 愿 地 跟 着
干。”湖南君山生态渔业集团董事长蔡
玉刚奔走于全国各大院所，相继引入
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国家数字渔
业 创 新 中 心 、国 家 级 湘 北 水 产 良 种
场。集团全面推广“一荷三虾”综合种
养模式，注册“君山渔”国家地标产品
品牌，把水产养殖大湖建成休闲文旅
相融合、科普研学基地，打造具有“渔”

“鱼”特色的旅游产品。
“ 以 前 只 有 2000 元 一 个 月 的 工

资，现在每个月底薪 3300 元，有保险，
每天还有捕捞龙虾的 15%的提成，我
们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也更加爱护
我们的团湖了，我们想从团湖里面挖
出更多的‘金子’。”团湖公园职工吴
先兵说起大湖回收的好处，不停地竖
起大拇指。

君山区的每亩水面年收入经过改
革，已从原来约 60 元增加到 1000 元。
大湖回收大大降低了渔民们收入不稳
定的风险，让渔民从靠天吃饭，变成了
靠人吃饭。

不仅如此，今年由湖南君山生态
渔业集团牵头申报创建了“中国风干
鱼之乡”，进一步唱响君山风干鱼品
牌，带动六门闸风干鱼产能和销售，做
大做强渔业主业。

“以前我们的风干鱼销路不多，有
次 1000 多斤的鱼白白浪费了，太心疼
了，现在好了，品牌打响后，我们一天
最多能卖出 2000 多斤，每天要加工到
半夜。”上岸渔民刘静笑着说。

2022 年，君山区通过有效利用资
本、技术和人力资源，成功将总额为
10.3 亿元的“三资”投资转化为 6.97 亿
元的财政收入，在江湖两岸跑出绿色
高质量发展的“新速度”。

君山渔业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速度

制作成饰品的砗磲、红珊瑚、海洋宝贝都是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对象，禁止市场销售流通。

治理后的水环境成为亮丽景观。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近年来，福建省晋江市在抓好远
洋捕捞、鲍鱼种苗、水产精深加工、紫
菜休闲食品等优势产业基础上，同步
推进海洋科技和海洋新兴产业，海洋
经济发展呈现多点发力的发展态势。

为加强组织领导，晋江市成立市
海洋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统筹谋划、整
体推进海洋重大决策事项。策划了晋
江“十四五”海洋强市建设，涵盖现代
海洋渔业、海洋健康食品、滨海旅游、
港口航运、临海工业、海洋新兴产业、
海洋生态环境、涉海基础设施等 8 个领
域，合计 81 个项目，总投资 523 亿元。
其中，投资超亿元以上项目 54 个、超 10
亿元以上项目 15 个。

在海洋发展战略方面，晋江市明
确“1341”海洋战略总思路，即围绕打
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海洋强市 1 个战略
总目标，做强滨海旅游业、现代海洋渔
业、海洋食品等 3 大支柱产业，优化 4
个湾区集聚发展。2021 年全市海洋经
济生产总值超过 600 亿元，2022 年超过

680 亿元，力争到 2025 年突破 1000 亿元
大关。

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全面
推进九十九溪、湖漏溪、阳溪等 18 条入
海溪流等生态水域综合整治工作，“清
水治污”成效显著。开展泉州湾（晋
江 段）“ 蓝 色 海 湾 ”综 合 整 治 行 动 项
目，成功获批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建成围头、衙口、石圳、塘东、
科任等 5 个省级海岸公园，全市自然
岸线保有率达 52%，海岸生态蓝绿屏
障更加坚固。

为加快科技自主创新，晋江全力
推进福州大学晋江科教园建设、虚拟
引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
生物资源利用中试技术服务平台，形
成海洋专业技术服务与人才培养基
地。金井福大鲍鱼联合厦门大学建立
了全省唯一的鲍鱼遗传育种中心。阿
一波食品有限公司承担的“水产品加
工副产物高值化开发与应用技术”研
究，获得国家海洋科学进步奖一等奖，
对晋江海洋产业创新发展起到了示范
带动作用。

福建晋江市加快发展海洋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