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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
更多珍稀水生物种归来

春夏之交的长江张家港段，
微风轻拂，波光粼粼。

“今年拍到的江豚嬉戏画面
比往年多，长江生态越来越好
了。”南京市民邓郁高兴地展示
着最新拍摄的影像，画面中数头
江豚在逐浪嬉戏。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
生动物，长江江豚种群状况是长
江生态健康状况的“晴雨表”。
2023年秋季至2024年夏季，南京
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共
观测到长江江豚336头次，评估
种群数量约 65 头，较 2022 年本
底资源调查的约62头有所增加。

“露面”越来越多的，还有曾
消失多年的鳤鱼。

2023年，湖南沅江常德鼎城
段捕获1条身长62公分的鳤鱼；
2024年，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在湘资沅澧“四水”以及洞庭湖
设立的42个监测点位一共监测
到70多条野生鳤鱼……

“鳤鱼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以
南各水系，后来因栖息地生境退
化等多种因素影响，野生资源变
得非常稀少，在湖南境内水域至
少有10多年没有出现了。”湖南
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欧东升
说，从3年前开始，他们每年都能
监测到鳤鱼，分布也比较均衡。

“持续发现数量如此多的鳤
鱼，说明长江鳤鱼资源正在恢
复。”欧东升表示。

越来越多的珍稀水生物种
归来，是长江禁渔成效的生动展
现，是各地各部门严厉打击非法

捕捞、开展水生旗舰物种拯救行
动等不懈努力的结果。

在现场推进会上，记者了解
到，自长江十年禁渔启动以来，
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支持各地改善渔政执法能力
条件，并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
总局部署开展“渔政亮剑”“平安
长江”“春季护渔”区域会战等专
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近年来，中华鲟、长江江豚、
长江鲟等旗舰物种拯救行动也
在各地积极开展。2024年中华
鲟放流规模首次超过100万尾，
据测算已有约11万尾幼鱼通过
长江口进入海洋，生长状况良
好。鄱阳湖、洞庭湖等地也在枯
水期开展了长江江豚应急救护，
统筹推进就地和迁地保护。

曾经，由于长期受人为活动
影响，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严
重衰退。如今，长江水生生物完
整性指数持续提升。长江干流、
鄱阳湖提升了2个等级，洞庭湖
提升了3个等级。

强化水生态保护
长江水质持续向好
长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与

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解决长江
流域生态环境欠账，最大的问题
在水，水的问题根子在岸上。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
地，渔民退捕“上岸”，沿江省份
加快推进生态修复，积极补上管
网短板，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努
力让长江水生物种得到更好的
栖息环境。

在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长
江一级支流九道河蜿蜒汇入长

江，入口处形成一个天然渡口，
称为白水渡。渡口所在的白水
港村，清澈的江水映衬着岸上的
绿树，风光旖旎。

“这里的变化很大，长江越
来越美了。”白水港村村民刘红
全由衷感叹。他告诉记者，几年
前，这里还是一副“脏乱差”的模
样：河面停满渔船，不少渔民吃
住在船上，各类生活污水直接往
长江里排放。一到雨天，白水渡
口就散发出臭味。

长江禁渔让白水渡的环境
发生了改变。渔民转产就业，

“清源护江”行动持续推进，这里
的江水越来越清澈洁净。

白水渡的美好嬗变，折射出
沿江省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步伐。“化工围江”，是困扰
长江的“顽疾”。近年来，沿江省
份和有关部门着力推动转型发
展，数千家化工企业关、改、搬、
转，走上了绿色发展道路。

在曾经的“化工重镇”湖北
宜昌，对 134 家化工企业实施

“关改搬转治绿”，化工产业产值
占工业比重由高峰时的33%降至
20%以下，与之对比的是精细化
工占比大幅提升。同时通过打
造精细磷化中心，推动传统化工
产业加速向新能源电池材料产
业转型。

在江苏南通，五山及沿江地
区拆迁“散乱污”企业203家，清
理整治“小杂船”162条（户），拆
除河道周边各类违建6.5万平方
米，并持续拓宽新能源项目发展
空间。截至2024年底，全市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 1399.2
万千瓦。

位于长江边的九江石化，10
多年前因生产工艺落后、能耗高、
污染重等问题，面临“关停并转”
的局面。如今公司正在加快打造
绿色智能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采
用数智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
同时实现资源、能耗的优化。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深入实
施，近年来母亲河长江水质持续
向好。据生态环境部监测，长江
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Ⅱ
类。2025年一季度，长江等主要
江 河 水 质 优 良 断 面 比 例 为
92.1%，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

禁渔，收获的不仅是日益清
洁美丽的万里长江，也收获了生
产方式的绿色变革。

做好安置保障
更多渔民转型端稳饭碗

长江十年禁渔，涉及地域
广、持续时间长，特别是牵涉20
多万渔民的生计问题，党中央高
度关切。

正是农忙时节。江西省南
昌市新建区联圩镇的一座座种
植大棚里，人们忙着管护蔬果、
清理垄沟。

这里是联圩镇渔民转产就业
基地。5年前，响应政策号召“上
岸”的渔民们收起渔具、拿起农
具，一点点开拓出这片“致富田”。

“最初，我们对市场和技术
都不熟悉，如何顺利转型是个大
难题。”基地负责人涂志文坦
言。令人欣慰的是，区政府及时
开展退捕渔民农业技能培训，完
善了渔民权益保障体系，还为基
地解决了生产用电等多个难题，
帮助基地向好发展。

如今，涂志文的基地规模已
扩展至1800亩，还发展了稻虾养
殖，形成多业态发展模式。2024
年，基地净利润突破100万元，带
动不少退捕渔民就业务工。

来自现场推进会的消息显
示，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后，各级
农业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民政等部门持续加强跟踪调研
和防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努力稳
就业、强保障、促增收。14.5万
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退捕渔民
全部实现转产就业，22万符合条
件的退捕渔民全部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1.2万名生活困难渔民
全部纳入低保救助范围，实现

“应帮尽帮”“应保尽保”。
生态环境保护非一日之功。
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

认识到，长江水域生态系统受损
的时间比较长，历史欠账比较
多。生物多样性的全面恢复、生
态系统的整体恢复还面临挑战；
非法捕捞、非法交易等行为时有
发生，且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退
捕渔民虽然基本生计有保障，但
就业还不稳定，需要统筹加大帮
扶救助力度等。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治礼
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强化部际协
调工作机制，持续强化执法监
管、水生生物保护，推动水域生
态整体修复，并持续强化渔民生
计保障，落细落实各项政策措
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抓好
长江十年禁渔。

让我们继续携手守护长江，
守护可爱的“微笑天使”长江江
豚和各种水生物种，守护更加美
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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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转运即将放归的长江
江豚（2023年4月25日摄）。当日，
来自长江天鹅洲故道的4头迁地保护
长江江豚分批顺利放归进入长江干
流新螺和石首江段。

湖北省宜昌市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开展中华鲟保护宣传和增殖放流活动。这是工作人员将中华鲟捞至放流箱内（2024年3月28日摄）。 本版均为新华社图

2024年涉渔行政案件同比下降24.7%，长江干流监测点单位资源量同比上升9.5%；
2021年至2024年，长江流域共监测到土著鱼类344种，较禁渔前（2017年至2020年）增加
36种……这是9日农业农村部在湖北省召开的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现场推进会上公布的一组
数据，直观展示长江禁渔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效。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长江的生态环境，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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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以来的第5个年头。记者从湖北、江苏、湖南等多地调研了解
到，水清鱼跃的美好图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逐渐
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