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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行走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长江

沿岸绿树婆娑、春花烂漫，落日余晖洒落江面上，行人沿江

堤漫步，目之所及皆风景。“长江变了，变得更清澈、更美

了！”九江市民倪先生道出了当地人的心声。

作为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城市，九江市坐拥 152公里长江

岸线和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水面，是长江中下游生态屏障的

重要支撑。

近年来，我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断巩

固十年禁渔成果，让长江焕发生机与活力。“要强化长江流

域和鄱阳湖流域水环境治理，合力构筑沿江、沿湖生态安全

屏障。”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守好

“一江清水”，不仅是自身长远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我省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一环，更是落实国家战略必

须肩负的政治责任。

上下联动，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

拍照、取样、分装、记录……3 月初，在长江干流九江段

瑞昌梁公堤处，监测人员正在监测长江干流水质。“每月上

旬，我们都会对长江干流九江段进行地表水例行监测，为水

环境安全提供支撑和保障。”九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理化

（现场应急）组副组长张林华说。

为了守护一江清水，全省各地都在积极行动。

3 月 7 日中午，九江兴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码头江

风习习。船长肖士玉打开微信小程序“船 E 行”，对着接收

设备屏幕扫码，确认船上的污水和垃圾成功交付岸上。

九江港是我省唯一通江达海的外贸口岸，2021 年 12 月

起，九江市率先在长江沿线港口中实行码头免费接收船舶

污染物政策。为从根本上解决船舶污染物问题，九江在全

市长江干线和鄱阳湖水域推广船舶水污染物“船上储存、交

岸接收”等模式，推动实现靠港船舶污染物零排放。

水环境综合整治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该如何下好这

盘棋、共护一江水？

“问诊把脉”，摸清排污口。入河排污口一头连着河流、

一头连着陆地污染源，是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最后一道“闸

口”。长江九江段共有 857 个长江入河排污口，已完成整治

820个，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打通“肠梗阻”，破解化工污染难题。长江沿线 12 座工

业污水处理厂已有 11 座完成一级 A 提标改造，4 座化工园

区完成“一企一管”改造，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实现化浊为清

的转变。

…………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截至 2023 年，九江长江干流 10 个

断面连续 6年稳定保持Ⅱ类水质。

江湖共治，多措并举开展流域保护

“自从建立了尾水处理项目，废水变成了宝，既能零污

染排放又能循环利用。”在进贤县民和镇的江西农旺水产养

殖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建忠看来，水产养殖业与鄱阳湖

流域污染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

“千河归鄱湖、鄱湖入长江。”保护长江，流域内支流治

理也至关重要。

为把好源头关，我省始终坚持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三水”统筹，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大力推进

鄱阳湖总磷污染控制与削减，不断改善和提升鄱阳湖流域

水生态环境质量。

今年 1 月 1 日，全国首部着眼湖泊总磷污染防治的地方

性法规《江西省鄱阳湖流域总磷污染防治条例》正式施行，

为我省依法科学保护鄱阳湖流域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深

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化、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理等工作，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80%以上，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试

点实现涉鱼县全覆盖；加快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提质增

效，全省累计建成城镇生活污水管网 2.52 万公里，全省 124
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全部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

通过“大保护”重拳出击，解决了一批“老大难”问题。

鄱阳湖水质持续改善，总磷浓度均值呈逐年下降趋势，2023
年较 2021年下降 13.2%。

现在，一江清水向东流正逐步变为现实。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朱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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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春时节，在鄱阳湖龙口江豚核心保护区

水域，长江江豚铅灰色的背脊不时划出水面，

掀起朵朵浪花。3 月 6 日上午，一艘小船从鄱

阳县白沙洲车门水域出发，55 岁的毛国启站

在 船 头 ，通 过 望 远 镜 观 察 长 江 江 豚 的 活 动

情况。

毛国启如今是鄱阳县江豚协助巡护队的

一名队员。“虽说我以前是渔民，但是现在参加

了巡护队，就要履行巡护员的职责，保护好湖

区的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毛国启说。

从“捕鱼”到“护渔”，改变的不仅是身份，

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

在江西，毛国启的身份转变不是个例。为

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20 年 1 月 1
日，江西提前一年，在省水生生物保护区和长

江干流江西段实施禁捕退捕工作，鄱阳湖水域

得以休养生息。

与禁捕相关联的，是全省 6.8 万名渔民从

“靠湖吃湖”到“上岸就业”的转型之路。

在南昌市新建区渔改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蔬菜大棚内，农户们分工合作，起垄、覆膜、灌

水、施肥，大家趁着晴好天气把菜苗移栽下去，

争取早日上市，卖上好价钱。“前不久我刚谈下

一批 200 亩的芥兰苗订单，平均每亩芥兰苗能

卖 1万元。”合作社负责人涂志文对记者说。

涂志文家住新建区联圩镇河下村，2020年

以前，他和自己的祖辈一样，基本上以在鄱阳

湖捕鱼为生。随着我省禁捕退捕工作的推进，

涂志文响应号召，把自家的所有渔具卖了，正

式上岸。

为帮助渔民转产就业，2021 年初，新建区

立足资源优势，鼓励上岸渔民成立农业合作

社，以“入股分红+就业收入”的方式投资建设

联圩镇渔民转产就业基地，把蔬菜种植打造成

渔民们退捕后持续增收的致富产业。

“参加合作社的成员之前都是渔民，种菜

经验不足。”涂志文坦言，要经营好合作社并不

容易。

为解决合作社发展困境，新建区将乡村

振兴工作与支持退捕渔民创业紧密结合，在

合作社基地道路硬化、渠道衬砌、蔬菜大棚、

冷库和稻虾养殖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项目扶

持，并联系多家大型企业和农产品销售市场

管理单位，为合作社解决了蔬菜等产品销售

不畅的难题。

如今，合作社流转土地 1800 多亩，长期在

这里务工的渔民有五六十人，每人每年平均有

5 万元收入。“基地不仅解决了年龄偏大的退

捕渔民就业问题，也让退捕渔民实现了在家门

口就业。”联圩镇党委书记章元良说。

“江西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涉及 48 个

县（市、区），是全长江流域退捕任务最重、压力

最大的省份。”省农业农村厅禁捕办专职副主

任詹书品告诉记者，为妥善解决禁捕退捕后渔

民生计保障问题，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渔民基

本养老和转产就业指导意见，将符合条件的

6.3 万名退捕渔民纳入相应社保范畴，实现了

应保尽保；通过大力实施转产就业“1131”计

划，整合各类涉农项目资金，强化农业产业帮

扶，专门开发适合退捕渔民的公益性岗位等方

式，做到退捕渔民就业有扶持、特困有兜底；同

时，依托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实名制系统，及时

掌握渔民就业状态。

鄱阳县白沙洲乡退捕渔民范冬才，上岸后

将家里改造成渔家农庄，生意蒸蒸日上；永修

县退捕渔民甘华荣、吴春华夫妇，申请了公益

性工作岗位，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都昌县周

溪镇梅沙村退捕渔民曹文平，从事内湖水产养

殖，带动 15名退捕渔民就业……

从“漂”在水里到“稳”在岸上，退捕渔民用

亲身经历，叙说自己的转型故事。

“下一步，我们还将研究出台《江西省就业

困难人员认定帮扶办法》《江西省公益性岗位

开发管理办法》，针对性实施分级分类帮扶工

作机制，抓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夯实退捕

渔民就业帮扶基础。同时建成用好‘5+2’就

业之家，为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提供平台支撑，

使帮扶更加精准。”省人社厅就业中心就业援

助处处长郭添红介绍。

截至 2023 年底，全省有 5.04 万名需转产

就业的退捕渔民实现转产就业。从“捕鱼”到

“护渔”，从“卖鱼”到“卖景”……如今“靠湖吃

湖”有了很多新吃法，渔民上岸的日子也越来

越有奔头。

从“水上漂”到“岸上稳”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晖

“快看，那有两头江豚露头，你们快点拍照。”3 月 6
日，余干县鄱阳湖江豚湾，来自杭州的刘女士看见两头

长江江豚浮出水面，兴奋地招呼同伴拍照，“听说鄱阳

湖的江豚多，没想到第一次来就能看到，太幸运了。”

“不要着急，只要天气好，一天看到 50 头次以上，

都是常有的事。”余干县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中心办公

室主任万胜奔笑着说，去年年底，该县在江豚湾投放饵

料时，还出现了近百头江豚同时进食的场景。

不仅是余干县鄱阳湖江豚湾，实施长江十年禁渔

以来，我省水生生物多样性逐步丰富，鱼类种群结构进

一步优化、资源数量稳步增加，禁捕成效进一步凸显。

长江江豚“携子进城”画面频现，江豚数量增加至

492 头；刀鲚资源量上升明显，鄱阳湖时隔 17 年，再次

发现大规模刀鱼群体；鳤、胭脂鱼及咸淡水鱼类鲻连续

3 年出现在鄱阳湖水域，鱼类小型化、低龄化趋势得到

遏制……鄱阳湖通江水道生态廊道功能凸显，鱼类关

键栖息地生境状况逐步改善。

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

公安、农业农村、水利、交通、林业等部门全年 365
天轮班值守；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三部门常态化开

展联合执法，并针对非法捕捞案件高发时段，开展“夜

鹰”行动专项整治，仅2023年就开展联合行动4416次。

“我们共筹集各方资金 4000 余万元，利用云计算、

5G、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打

造水上智能系统平台，并配备 30 余人的队伍，实现全

天候、全覆盖、全流程的监测和精准执法。”作为江西省

首家鄱阳湖渔鸟生态保护派出所，余干县公安局康垦

鄱阳湖渔鸟生态保护派出所所长郑锦笑着说，所里的

设备和人员配备都“遥遥领先”其他所。

政府在行动，民间的力量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退捕渔民。

“除了大年三十晚上和正月初一，其他时间我们都

在水上巡护。”3 月 5 日 8 时，鄱阳县莲湖乡朱家村退捕

渔民朱和文，和鄱阳县江豚协助巡护队 2 名队员准时

来到执勤点，熟练地打开“江豚管家”APP，清点物资，

准备开船巡护。

“因为我们的队员都是原来的渔民，在开展巡护的

时候，压力还是很大的。”巡护队队长蒋礼义说，朱和文

就因为在一次巡护时，协助抓捕了自家的邻居，事后被

人家堵门。这种情况，在禁捕初期，时有发生。随着禁

捕工作的深入推进，朱和文的工作也逐渐得到村民们

的认可。巡护队还获得了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网事·

感动 2021”十大年度网络人物。

“鄱阳湖不仅仅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更与洞庭湖

一起，被称为长江的‘双肾’，是长江水生生态系统重要

的活力来源。”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资源监测

科科长王生，已经与水生生物打交道有 10 多个年头。

他说，尽快提升鄱阳湖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是当

前的重点任务，而第一步就是摸清鄱阳湖水生生物资

源“家底”。

2020 年，我省就着手推进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工

作，成立了江西省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监测体系领导小

组。如今，已形成了 1 个省级监测站、11 个市级监测

站、108 个县级监测点的三级组织架构，覆盖长江江西

段、鄱阳湖、“五河”及全省 35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等重

点水域，并定期编制《江西省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及

生境状况公报》《鄱阳湖水生生物资源禁渔效果评估报

告》《鄱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指导评价报告》，全面摸清

水生生物资源变动情况。

最新监测报告显示，我省水生生物多样性水平总

体稳定，资源丰度总体呈恢复态势，生境状况总体良

好，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提升了一个等级。

“我省 2022 年度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

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考核得分列四个优秀省份第一，

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是 2022 年度考核工作的加分项

之一。”省农业农村厅禁捕办专职副主任詹书品表示。

生物多样鱼欢腾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耀文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

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到重要位置。

一直以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高标准打造美

丽中国“江西样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

作为落实“长江大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2020 年 1 月 1 日，我省提前

一年对长江干流江西段和鄱阳湖实行全面禁捕。四年来，我省在生态系

统修复、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候鸟、帮助渔民转产转业等方面积极作为，

呈现出了水清、鱼跃、鸟欢、人和的新面貌。

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深入滨江沿湖地区，倾听这里的干部群众胸

怀大局、实干善干，以实际行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图景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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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候鸟天堂”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碧玉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江面船舶往来如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江面船舶往来如梭,,水运一派繁忙水运一派繁忙。。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史港泽摄

执绿色之笔，绘美丽中国。

草长莺飞季。从都昌县西源乡塘口村东侧往鄱阳湖

望去，只见湖面波光粼粼，几座不知名小岛点缀其间，一群

黄牛在滩涂吃草，各种鸟儿低空掠过……一派生机勃发、

和谐怡然之景。

鄱阳湖是国际重要湿地和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全

面禁捕后，渔船不在湖中作业，人为下湖活动大大减少。

每年 60 万至 80 万只越冬候鸟，将此处视为天堂，翩然而

至，尽情撒欢。

形成全湖保护“一盘棋”的强大合力

在候鸟撒欢的背后，是我省持续多年为保护候鸟所作

的不懈努力。

鄱阳湖岸线长，全域保护难度大。我省由省林业局牵

头成立鄱阳湖区越冬候鸟和湿地联合保护委员会（以下简

称联保委），近年来已将沿湖 15 个县（市、区）政府及其林

业等相关部门作为成员纳入，把湿地候鸟保护工作纳入综

治、湖长制、林长制、综合目标考核考评体系，形成全湖保

护“一盘棋”的强大合力。

“联保委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通过‘鄱湖利剑’等专

项行动，深入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食用候鸟行

为。”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鄱保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 年冬天至 2023 年春天，沿湖各

地开展排查 1076 次，联合执法 152 次，救治并放飞候鸟 190
余只，清除天网 4600 余米，办理刑事案件 42 起、行政案件

43起，行政处罚 51人。

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沿湖各地连续多年实现湖区无天

网、毒饵，路上无非法携带和运输候鸟，餐馆酒店和市场无

候鸟藏匿、经营和交易，杜绝了严重伤害候鸟和破坏湿地

环境等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

“人防”加“技防”科学管护候鸟安全

点一下鼠标，智慧管理平台通过大屏幕，就能显示候

鸟栖息重点区域 24 小时实时监控画面，让异常情况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

禁捕退捕后，沿湖各地进一步加大湿地候鸟保护经费

投入：一方面引入智慧管理平台、5G 网络、无人机巡护等

先进技术，构建“天空地”监测网络；一方面充实保护力量，

如湖口县投入 108万元聘请 38名巡护员组成巡护队等。

近年来，鄱阳湖极端天气多发。为提前科学研判，我

省建立湿地候鸟保护“专家智库”，去年 9 月

5 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单位专

家实地调研，商讨具体措施。各地采取生态保水补水、苔

草刈割、开辟候鸟应急食源地、水系连通联合调度等措施，

尽力减轻旱情对候鸟栖息不利影响。如去年鄱阳县实施

生态补水 500 余万立方米，苔草刈割 3 万余亩，储备候鸟食

堂 3520亩。

为破解“人鸟争食”难题，沿湖各地湿地生态补偿项目

持续开展。湖口县近五年累计发放农作物受损补偿资金

246.6万元；万年县去年投入 310万元用于湿地生态修复和

受损农户补偿。

发挥多方力量 加大候鸟救治力度

鄱阳湖每年都有生病、落单候鸟，候鸟救护面临“有病

难送医、医治不专业、治后缺护理”的尴尬局面。

为寻找破题之法，2020 年初，鄱保局吴城保护管理站

与吴城水上公安分局、吴城镇卫生院，联合成立“鄱阳湖候

鸟救护党员志愿先锋队”，建立候鸟联合救护机制，确保受

伤候鸟得到最快救治。

2月4日，一只大鸟无法飞行，被吴城镇一村民发现。“鄱

阳湖候鸟救护党员志愿先锋队”成员现场确认，这是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定为濒危物种，

有“鸟界国宝”之称。大家小心翼翼将它治愈后放归大自然。

我省还积极引导公益组织、民间团体、志愿者参与候

鸟保护，实现群防群控。

都昌县鄱阳湖野生动物救护协会 60 多名志愿者义务

巡湖护鸟，数十年如一日。据悉，都昌县现有小天鹅、大

雁、苍鹭保护协会等 7 个民间组织、成员 300 多人，并在沿

湖乡镇聘请了 30余名护鸟员，全力守护该县“候鸟天堂”。

多年来的持续宣传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逐步

深入人心。如今，只要有破坏湿地和伤害候鸟行为，相关

部门就能快速接到群众反映。湿地生态持续改善，候鸟种

群、数量保持稳定，以鱼为食的部分候鸟数量还有所上升，

如白鹭、苍鹭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 月 31 日，第三届鄱阳湖国

际观鸟季活动落下帷幕。据不完全统计，活动相关资讯浏

览总量超 6 亿次，带动超 200 万人次来鄱阳湖观鸟，旅游综

合收入超 5亿元。

“现在我们驾驶拖拉机翻地，白鹭等候鸟紧随其后吃

泥鳅，这种场面已很常见。”在吴城镇丁山村村民李新云看

来，这是“人鸟共家园”最生动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