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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热点

离最严禁渔期，刚好过

去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很短。但对

各个村庄的禁渔队来说，这

一个星期却十分漫长——他

们几乎 24 小时巡走在小溪

小河边，生怕漏过一个电鱼、

炸鱼、网鱼的人。

从 2018 年 4 月 1 日开

始，杭州桐庐开始全县禁渔

——2023年3月31日前（长

达五年），全县域的自然河道

禁止捕捞，范围涉及全县的

36条县级河道、76条乡镇级

河道，分水江桐君山入水口至

分水江（老大桥）、分水江横村

一桥至桐庐临安交界处（含天

溪湖），如在禁渔范围内捕捞

（休闲垂钓除外）的将被严厉

处罚，情节严重的或将面临3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万事开头难。只要从一

开始就做到“绝不放过”，那么

今后禁渔护水就会变成一种

习惯；反之，稍有松懈，100多

条河道同时禁渔 5年将变成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桐 庐 ，地 处 富 春 江 中

段，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里下

定决心要全域禁渔，而不放

过一条河道？禁渔的方式

包括哪些？这么做又有什

么期待？当地全面禁渔的

动力来自哪里？

112条河道，5年，桐庐全域禁渔
使用电、毒、炸等手段偷捕或被追刑责

本报记者 章然

通讯员 钱凌芸 文/图

天溪湖，本不是湖，而是一条天然河道，

2009年拦坝后，河水被一分为二——一条去

往临安，一条通向桐庐合村乡。

钓鱼钓桥墩；网鱼找暗礁。因为这里特

殊的人工地理环境，溪鱼集中，所以电鱼、网

鱼，甚至炸鱼，天溪湖是一个重灾区。

“现在看看风平浪静，无船少人，一个礼

拜以前，嗬，人来人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

人家说，好多年，这里看不到河面鱼儿跳水

了。“汛期发大水，河面上都是人，谁都会在那

里抓鱼，常常有人为了占好位置而吵架。”

郑根法是分水镇砖山村的党支部书记，

他连续晒了几天的微信朋友圈—— 一大片

湖面，静谧的风景，蓝得让人心醉的水。

“好多人问我是哪里，说要来玩。我说了

地方，很多人不信。”仅仅禁渔7天后，郑根法

开始以这一片水域为荣。

滥捕的和景色如画的是同一个地方：天溪

湖。不同的是，以前人来人往，如今静谧祥和。

郑根法说，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这么安

静的天溪湖，老人们也常念叨——不知道天溪

湖里是否还有鱼？“2009年建大坝之初还好，大

概三四年后，来这里非法捕鱼的人突然多起来

了。”他说，一开始，捕鱼的人大部分是砖山村的

人，一网下去，能抓100来斤胖头鱼。后来捕鱼

的人变多，每个人都自制一个竹筏，竹筏就摆在

江边。“说来你都不信，多的时候江边有100多

个竹筏，竹筏连成片，像一条长在江面的路。”

事情并没有结束。或许是口口相传的原

因，天溪湖鱼多鱼肥的名声传开，乘着小竹

筏、带着电瓶或者渔网，一波一波的非法捕捞

从临安顺流而下，来到天溪湖中央捕鱼的人

无止无尽。高峰期，这些人一天就能从天溪

湖捕捞 1 万斤左右的鱼。“电鱼的最可恨，电

瓶上挂着渔网，竹筏漂到河道中央的时候，放

下电瓶，一进去，鱼儿就全部从水面被炸出

来，炸到渔网里面，小鱼大鱼一起死了。”郑根

法说，这种捕鱼的新手段高效，但对水质的伤

害极大，有些鱼儿正在产卵，遇到几千伏甚至

上万伏的电压，以后就再也无法产卵了。电

压的频繁使用，带来水草、水里微生物的死

亡，水质也会变差。而毒鱼采用化学物质，对

水质的伤害更大。他说，尽管跃出水面的鱼

越来越少，但非法捕捞的人却没见少，汛期时

江面依然人满为患。

被滥捕的天溪湖，迎来平静七天

“以前的晚上，天溪湖湖面上都是手电筒

的光，晚上比白天还亮，都是来捕鱼的。最近

几天，都没见过手电筒的光了。”

更令郑根法开心的是，禁渔一个星期了，

分水市场上一些无证小摊贩也不在了。

以往会有村民无证捕捞鱼，拿到市场上

去贩卖。现在，禁渔区一设立，无证摊贩没有

了货源，也不出来了。村民用来捕捞鱼的竹

筏统统放在家里，没了竹筏的江边，显得干净

了许多。

“以前没设置禁渔区，看到这种电鱼现

象，心里面很愤怒，但是没有权力管。现在，

这种电鱼的人，看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郑

根法说，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村里还成立了

专门的禁渔组织，一方面展开宣传，另一方面

加强巡走。“村民们也会自愿加入到管理河面

的队伍中来，发现异常就会通报。”

4月4日晚上9点，一位从临安赶到天溪

湖捕鱼的非法捕捞者，被砖山村的禁渔队逮

了个正着。被发现时，这个人到达该江面还

不到 10 分钟，鱼篓里只有几条小鱼。之后，

偷捕者被送往当地公安机关：写保证书、接受

处罚。这也是最近一周内唯一一起被人发现

的偷捕行为。

桐庐凤川街道的大源溪河道，和天溪湖

也一样从“骚动”变为了平静。以前非法捕捞

者在大源溪干得最普遍的违法事件是电鱼，

作为省级开发区，外来人口居多，他们电鱼之

后逃走，让行政处罚十分艰难。同时，频繁电

鱼也让河道环境变得污秽不堪。禁渔以后，

一个星期之内，只抓到一起电鱼案例，没有人

再敢电鱼或者网鱼了。

钱报记者了解到，严厉处罚是禁渔的后

盾：“禁渔条例”规定，在禁渔区、禁渔期内使

用禁用的工具或者禁用的方法捕捞的，将按

照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

说，情节轻微的才会被要求写保证书或接受

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

禁渔一周，已有偷捕者“触网”

一度，像天溪湖这样的非法捕捞聚集点，

桐庐有不少。

桐庐县渔政管理站站长朱健去年8月份

新上任，一份数据让他惊讶，2017 年 110 联

动渔业部门接警 400 起，全部都是关于非法

捕捞、电鱼、毒鱼的违法现象。

朱健上任时，桐庐全县只有 3 个禁渔点

——1个常年禁渔点，在桐君山路口至桐庐大

桥一段；2 个季节性禁渔点，富春江大坝下游

至清渚江口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在分水江大桥

至旧县街道。“除去这3个地方，桐庐其他地方

一直处于开放状态，尽管对非法捕鱼行为一直

采取高压，但抓东逃西，偷捕现象没有根治。”

禁渔成为必然之选，但怎么禁、禁多广？

3 个禁渔点根本起不了作用；因药鱼、电鱼带

来的污染会造成交叉污染，所以禁某一条河

道也没用；渔网因为规格不一，所以几乎对任

何体型的鱼都能抓捕，危害巨大⋯⋯

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在经过多轮调查、

审核、论证后形成——今年 3 月 19 日，桐庐

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实施禁渔区、禁渔期制

度的通告”实施全县域禁渔，范围涉及全县

36 条县级河道、76 条乡镇级河道，分水江桐

君山入水口至分水江（老大桥）、分水江横村

一桥至桐庐临安交界处（含天溪湖）。

考虑到全县98位渔民的利益，除富春江

全线，桐庐大桥（又称分水江大桥）到横村老

大桥，这两个河段被划出，作为渔民固定捕捞

的地点。

钱报记者了解到，全县所有天然水域全

面禁渔，并把范围推广到乡镇的做法，可能是

杭州范围内的首次。此次全域禁渔发生在

“五水共治”基调下，桐庐县83条主要河流全

部达到Ⅲ类以上水质，Ⅰ-Ⅱ类水质河道比

例达到 87%。“电鱼破坏河道生态环境，非法

捕鱼还带来了某些鱼类的灭绝。”桐庐县渔政

局相关负责人说，像富春江的鲥鱼，10 多年

前，能够达到一年2吨的捕捞量，现在是一条

都没有了——它几乎已经灭绝。

这次，桐庐下了狠心，目的是彻底斩断非

法捕鱼的根基。

桐庐县副县长余荆棘告诉记者，禁渔是

提高河道自净能力的好方法，也是响应群众对

于电鱼恶劣现象的不满。为了打造生态强县，

这5年将采取群防群治的方法，将改善渔业资

源，促使了渔民规范作业。“护住清水就是在护

住环境，而良好的环境就是桐庐的财富，就是

千金不换的宝贝。”他说，下一步桐庐将增殖放

流鱼苗——每年冬季一月份，全县撒冬片育

苗（7-12公分的大鱼），夏季撒夏花鱼苗（3公

分以下的小鱼），灭种鱼种将会重归。

几乎灭绝的鱼类，5年之后有望再见

静谧的天溪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