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鄱湖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鄱阳湖，是江西人民的母亲湖，孕育了沃野良田，孕育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和富饶，同时也孕育了

江西大江大湖治理的品牌。

为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2024 年 4 月 11 日，江西省鄱阳湖区联谊联防联治第二十届年会在上饶召开。会议指出，沿长江鄱阳湖的全省各级政法

单位和相关单位要持续擦亮江西大江大湖治理品牌，以长江鄱阳湖区水域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支持全省的高质量发展。为此，江西日报《法治》周刊联合省委政法

委，共同推出《江湖安澜——持续擦亮大江大湖治理品牌》策划，聚焦全省沿长江、鄱阳湖 16 个县（市、区），集中展示政法各部门和相关部门在维护长江鄱阳湖区水域

社会安全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

10 2024年 4月 25日星期四
■ 邮 箱 jbfzzk@163.com法 治

行业专刊

《赣色宜人——解密平安密码》大型系列报道 省委政法委与江西日报《法治》周刊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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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波浩渺、水域辽阔的鄱阳湖，上承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条河流，下接我国第一大河——

长江，护佑着赣鄱儿女生生不息，代代成长。

近年来，南昌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各级政法部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联合各执法部

门，严厉打击整治突出问题，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全力完善湖区基层基础建设，有效维护了长江鄱阳湖

区水域社会稳定。

“要以更高的要求、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扎实开展涉湖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在日前举行的鄱阳

湖区联谊联防联治第二十届年会上，南昌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建平作了发言。

守护一湖清水 惠泽一方百姓
南昌市强化协作监管，多元共治织密湖区防控网

郭荣军 熊伟健

位于鄱阳湖南岸的进贤县，素有“三山三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入春后，这里便犹如一幅

清丽的山水画卷，一派和谐富饶的景象。这是该县多年来扎实推进湖区治理工作的成效之一。

进贤县始终扎实推进长江大保护，落实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工作，主动化解风险隐患，严厉

打击整治湖区突出问题，在加强和创新湖区社会治理工作中卓有成效。

2023 年以来，南昌市新建区完善联谊联防联治协作机制，公安、

水利、农业农村等涉水部门建立了“1+1+1”联合巡查机制，创新“人

巡、车巡、船巡、无人机巡、视频巡”的五巡机制，全力编织了“水域安

全网”。各部门开展联合巡湖、集中整治等统一行动，加大对非法捕

捞、非法采砂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持续保持对违法犯罪行为

“零容忍”的高压态势。 （南昌市新建区委政法委供图）

同心共治鄱湖 守护碧水绿洲

日前，平安昌南再传捷报。在

鄱阳湖区联谊联防联治第二十届

年会上，南昌县获得“2023 年度长

江和鄱阳湖区联谊联防联治工作

先进县（市、区）”称号。

鄱阳湖之滨的南昌县，辖水域

面积为 81.5 万亩，其中鄱阳湖区天

然水面 53 万余亩。去年以来，按

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工

作要求，该县把抓实湖区治理暨联

谊联防工作作为促进湖区社会和

谐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群众安居

乐业的治本之策，确保了湖区社会

治安持续和谐稳定。

法治“护航”
高站位谋划湖区工作

治水难，治湖难上加难。为破解水域

治理难题，南昌县高位部署，强力推动。

“县委常委会专题听取湖区工作情

况汇报，细化责任书，明确部门职责和

完成时限。”南昌县委政法委相关负责

人 表 示 ，该 县 开 展 了 湖 区 整 治 专 项 行

动，行动期间，县领导多次召开工作调

度会，县委办、县政府办督查室联合县

禁捕办开展为期 3 天的集中督查，高位

部署持续巩固湖区工作成效。

2023 年 6 月 30 日，南昌县人民法院

在塔城乡青岚湖边开展了一场生动的

巡回审判，成为该县法治护航湖区发展

的生动缩影。

胡某等人多次使用禁用工具，来到

属于鄱阳湖流域且为江西省水生生物

保护区范围内的青岚湖水域非法捕鱼，

南昌县公安局将胡某等人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件移送南昌县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南昌县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

胡某等人发出全市首份《巡湖守护令》，

责令其在缓刑考验期间每个月对鄱阳

湖水域进行 2次巡湖护鱼。

案件的现场审判，是该县贯彻惩罚

与修复并重的生态司法理念的一个生

动缩影。全县形成了由党委政法委统

筹，政法各部门携手合作，一体化推进，

防止发生影响湖区社会稳定、破坏湖区

生态环境的重大案件的联动机制，湖区

生态持续向好。

三维“织网”
高标准搭建巡查网络

在南昌县蒋巷西舍，联合巡逻执法

点和执法码头如今已具备满足 15 人以

上工作、生活的条件，并具备与省指挥中心互通互联的功能

水平。这里还配备了趸船、各类船艇，并定期安排 2 架无人机

开展空中巡查，为打击非法捕捞提供了装备保障。

海陆空“线上+线下”多维一体的巡查网络，已经成为鄱

阳湖区联谊联防联治的一道坚实屏障。

据了解，南昌县16个涉及禁捕水域的乡镇全面搭建禁捕基

础网格，确定乡镇网格长16名，设立禁捕网格点45个，招聘185
名护渔员作为网格员，在禁捕水域进行24小时全天候巡逻。

为填补线下巡逻空缺，该县积极推进线上执法备勤，有

效整合涉水执法力量，从相关部门抽调 10 名执法人员，入驻

县综治中心常态化开展“一键巡航”。

值班人员利用 205 个湖区探头进行 24 小时三班制线上

视频巡查，掌握水域治安情况，并与乡镇执法力量联动，实时

反馈处理存在问题。通过制定《湖区“一键巡航”管理工作机

制》，明确巡查交办、结果反馈、督查督办和通报机制，强化

打、防、管、控各项措施，统筹抓好依法打击、系统整治。

2023 年，全县护渔员队伍配合属地乡镇累计开展湖区整

治专项行动 295 次，“一键巡航”累计发现并按工作流程对接

处置问题 176个。

平安“起锚”
高质量开展治理行动

2023 年 6 月 7 日，南昌县公安局水上分局通过“情指行”

一体化运行，全方位研判、全角度侦查、全链条打击，成功摧毁

涉及“捕运销”一条龙的非法捕捞犯罪团伙，刑事拘留 12人，目

前该12人均已移送起诉，该案主办民警获公安部通令表扬。

南昌县通过调整全县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

跨部门联合执法，重点查处“三无”船舶涉渔行为，清理非法

船网工具及打击违规垂钓、市场销售等行为，形成水上联打、

陆上共管、市场协查的联动执法格局。

在非法采砂整治方面，该县科学制定了执法巡查计划，

明确每月巡查任务、巡查重点部位、夜间执法和巡查分工，加

大重点河道、敏感水域的巡查频率和次数。通过联合制定系

列工作机制，加强区域部门协作，切实提升依法惩治涉水犯

罪行为的执法效能。

去年，全县共出动执法人员 10 万余人次，开展联合执法

近 300 次，累计巡查河道 7280 公里，办理涉湖区刑事案件 7
起，移送起诉 24人。

重拳出击、高压震慑。严厉执法有效打击了违法犯罪人

员的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全县水域的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

治安稳定。 （舒 畅 熊伟健）

久
久
为
功

共
赏
昌
南
湖
区
平
安
景

南
昌
县
扎
实
推
进
湖
区
联
谊
联
防
联
治
工
作
，湖
区
社
会
治
安
持
续
和
谐
稳
定

——持续擦亮大江大湖治理品牌江湖安澜

殷殷守护 喜见一湖清水载民富
进贤县扎实推进湖区治理工作，促湖区长治久安

周宗碧 徐天琼

落实十大专项行动
湖区治理责任层层压实

鄱阳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梁

架柱”至关重要。

2023年，进贤县制定并印发了《关于

全面开展河湖“四乱”问题大整治的决

定》和《进贤县 2023 年度生态鄱阳湖流

域建设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清单》。随后，

“入河排污防控”“河湖水域保护”等十大

专项行动逐步开展，县委领导带头深入

湖区一线和执法执勤点开展调研，高位

推动，帮助发现问题、促进解决问题。

随着调研工作的深入，一张张责任

清单下发到各乡镇、部门，湖区治理举措

一步步落地见效。

“在 三 里 乡 、梅 庄 镇 等 8 个 涉 湖 乡

镇，一张全方位的责任网已经形成。”进

贤 县 委 政 法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按 照

“ 属 地 管 理 ”原 则 ，涉 湖 乡 镇 党 政 主 要

领导成为辖区内湖区治理的主要责任

人 ，政 法 委 员 具 体 抓 ，乡 镇 护 渔 队 、志

愿者、村组干部共同参与，确保工作力

量 下 沉 到 基 层 一 线 ，工 作 触 角 延 伸 至

湖区周边。

同时，该县进一步明确细化了平安

湖区建设的目标任务、组织领导、责任分

工、保障措施等事项，将工作责任层层压

实到具体部门、具体人员，工作任务件件

分解到具体事项，推动形成部门联动、多

管齐下的工作格局。

跨部门、跨区域联动
“立体防护网”守护母亲湖

“以前湖区非法载客、违规搭建、摸

鱼捡鱼问题十分突出，但这不是一个部

门能够解决的事情。”进贤县委政法委相

关负责人说，“依托联谊联防联治机制，

各部门协同治理，这个‘老大难’问题终

于得到良好解决。”

联谊联防联治机制将农业农村局、

水利局、交通运输局、林业局及涉湖乡镇

等单位组织起来，开展“渔政亮剑 2023”

“夜鹰行动”“野生动植物和湿地资源保

护”“昆仑行动”等多个专项联合行动，依

法拆除违规搭建、销毁非法网具、发放

“严禁快艇、三无船舶非法载客”通告书

等，进一步促进湖区和谐。

长江大保护，“共”字是要诀。各部

门依托工作职能，在鄱阳湖治理上纷纷

发力。

进贤县公安局对重点水域和主要码

头开展 24 小时水陆巡防，提升预警防范

工作的精准度；县人民检察院持续加大

涉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力度；

县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污染环

境等犯罪案件，筑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屏障……

此外，该县打破壁垒，不断探索跨部

门、跨区域联动机制。以《跨界水域协同

执法合作协议》为基础，进贤县与南昌

县、余干县共同开展跨界水域联合执法

行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2023年，

开展联合执法 4 次，出动执法人员 80 余

人次，水上执法和岸上联合执法巡查 15
次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620 人 次 、执 法 车 船

200余次。

聚焦退捕渔民群体
湖区治理能力提档升级

“新的时期，湖区治理面临新的挑

战。”进贤县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4 年前，“禁渔令”正式颁布，进贤县

大力扶持水产养殖产业，全力帮助退捕

渔民转岗就业。黄鳝养殖、大闸蟹养殖

等产业由此蓬勃发展。

为护航水产养殖产业安全发展，切

实守护群众平安，该县开展了系列生产

隐患大排查行动，把重点放在渔船救生、

消防等安全设施配备及使用情况，逐一

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台账，现场纠正安全

隐患，督促渔业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责

任制和应急处置措施落实落地。

同时，该县制定《进贤县重点水域禁

捕退捕应急处置预案》，强化重点渔区矛

盾纠纷的预防预测。网格员、政法干警

常态化走村入户，第一时间掌握渔民思

想动态，做到早发现、早劝住、早解决。

2023 年，湖区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和群体上访事件，渔业和渔民的生产生

活状况进一步稳定好转。

在进贤县的不断探索下，鄱阳湖保

护从点位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退捕渔

民实现从“水上漂”到“岸上富”，一幅浓

墨重彩的鄱阳湖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湖安稳
持续提升打击整治能力

鄱阳湖治理与保护必须笃行不怠，

久久为功。

去年以来，南昌市坚持重拳出击、露

头就打，保持长江鄱阳湖区全域高压打

击态势，先后开展了“平安水域”“夏季风

暴”等专项行动。

去年 4 月，龚某携带电鱼工具，骑电

动车至南昌县塔城乡青岚湖南洲村新居

下自然村段水域，进行电鱼活动，后被塔

城派出所民警当场查获。南昌县人民法

院对该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在案发地进

行巡回审判并当庭予以宣判。

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去年全

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1.8 万人次，出动执法

船艇 1600 余艘次、出动执法车辆 7000 余

车 次 ，清 理 违 规 网 具 600 部 ，清 理 涉 渔

“三无”船舶 105 艘，破获涉渔、涉砂刑事

案件 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38人。

聚焦湖区治理重点线索，南昌市开

展专案攻坚。全市办理部督案件 1 起、

省督案件 7 起。南昌市公安机关在 2023
年涉湖工作年度考核中取得全省第一的

成绩。

鱼畅游
湖区生态持续向好

2023 年 6 月 6 日，南昌市承办了“全

国放鱼日”江西分会场活动，现场放流鱼

苗约 430 万尾，进一步加强了水生生物

多样性保护宣传，增强了水生生物资源

养护社会影响，提高了公众保护水域生

态环境意识。

随着长江鄱阳湖区联谊联防联治工

作的深入开展，南昌市辖区范围内湖区

生态持续向好。

去年 7 月上旬，在南昌县赣江中支

胡家洲段发现了多头江豚的活动踪迹。

为保护江豚的生活环境，该县加强了该

水域巡查执法力度，乡镇护渔队每日早

晚巡查并报送江豚活动情况，并对该水

域实行临时禁钓管理；同时树立了多块

宣传牌，广而告之，禁止所有垂钓行为，

避免鱼钩和鱼线挂伤、缠绕江豚。

据统计，2023年，全市开展增殖放流

活动共计放流四大家鱼 2368.24 万尾，其

他物种 427.18万尾，放流贡献率 2.2%。

紧抓 宣 传 发 动 不 放 松 。 南 昌 市 把

鄱阳湖保护宣传工作当作一项长期的

事业来抓，组织力量深入到沿江沿湖村

庄、水产品交易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政

策 法 规 宣 传 ，通 过 多 渠 道 开 展 宣 传 工

作，推动形成人人关心、支持鄱阳湖保

护的良好氛围。

人安居
渔民转产就业有保障

南昌市北郊，赣江之畔、鄱湖之滨，

新建区联圩镇设立了退捕渔民创业示范

基地，投入 1000 余万元，带动渔民 160 余

人就业。

截至目前，该区南矶乡有劳动能力

的退捕渔民已全部就业，并设置多处便

民服务点，定点服务南矶乡 3700 余名退

捕渔民。目前，所有退捕渔民养老保险

补贴发放全部到位，退捕渔民子女已安

排到城区学校就读，对 65 名优秀学生给

予了助学奖励，21 户困难渔民也申请到

了慈善救助金；

进贤县开通线上线下求职招聘服务

平台，推动军山湖品蟹一条街和黄鳝养

殖业高质量发展，为渔民提供更多优质

的就近就业岗位。畅通信息反映渠道，

及时回应诉求、消除顾虑，维护渔民正当

利益，最大限度取得湖区群众对禁捕退

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南昌县积极收集有效就业岗位，加

强与本地企业联系沟通，依托就业之家

建设，全力搭建好就业对接平台。全县

已搭建“5+2”就业之家 60 个，另外还在

蒋巷镇 4 个退捕渔村白岸村、滨江队村、

三洞村、玉丰严家村，专门增设了 4 个退

捕渔民就业服务点，最大程度推动退捕

渔民就地就近稳定就业；

…………

近年来，南昌市加强渔民转产就业

扶持力度，严格落实退捕禁捕渔民应保

尽保、转产应扶尽扶、安置应安尽安的帮

扶政策，鼓励退捕渔民成立合作社，引导

发展稻渔综合种养、休闲渔业等产业，并

给予金融扶持政策；同时，通过税收减

免、就业奖补等政策优惠，鼓励引导本地

企业单位吸纳退捕渔民长期稳定就业，

拓展就地就近转产就业空间。

截至今年 1 月，全市建档立卡退捕

渔民 2 万余人，需转产安置 17488 人已全

部转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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