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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宁波籍渔船在东海一网捕获 4000 多斤野生大黄鱼、卖

了 957 万元。昨天本报报道有众多渔船涌入舟山海域，对野生大

黄鱼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这引起了省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尤

其在与海洋渔业关系最密切的舟山代表团，大家在讨论中不时提

起这一话题，既有对大黄鱼资源得到一定恢复的欣喜，更多的是对

这一种群未来命运的担忧。

本报记者 何晟本报记者 何晟

一船黄鱼获益近千万的消息爆出后，

越来越多的渔船、钓鱼艇纷纷奔赴附近海

域碰运气。

在舟山海域，前几天多家自媒体直播

了一场大黄鱼“追寻之旅”，视频背景里密

密麻麻有超百艘海钓艇。刷到这样的视

频，省人大代表、平太荣远洋渔业集团总

轮机长余雄伟坐不住了。

和渔船、渔业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

这两天紧急赶写了一份关于规范休闲海

钓产业、巩固渔业资源修复成效的建议，

提交给两会，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舟山渔业

资源衰竭的教训，在大黄鱼资源刚有复苏

迹象时，放它们一条“生路”。

曾几何时，在舟山大小渔港，每逢黄

昏渔船归港，一筐筐大黄鱼被卸下，在码

头上堆积成山，只要和渔民说一声，可随

便拿一些大黄鱼回家。

尽管当时大黄鱼的价格很低，但由于

产量太大，交通不便，上好的黄鱼卖不出

去，于是政府号召当地群众多吃鱼，以支

援渔民。在当时，吃鱼也成了一种爱国行

为，“爱国鱼”的叫法不胫而走。

“我小时候，在家里就能看见海上渔

船的一点点灯光，那时候渔民都是早上出

海，在家门口打到几网就回港，一网上万

斤大黄鱼也是常有的事。”余雄伟回忆，那

时甚至在船上都能听到海上传来大黄鱼

“咕咕”的叫声，如今，这种声音只存在于

老渔民的记忆中了。

曾几何时
码头上大黄鱼堆积如山

省人大代表

余雄伟

省人大代表

余雄伟

两会声音

一个孩子，真实地站在我们面前时，乖巧、可爱、善

解人意。可一旦插上网线，换上 ID 马甲，在虚拟的网

络世界里，则有可能完全换了个样子。

“00 后是和互联网的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在这

个过程中，作为青少年的网络道德建设问题，应该重点

关注。”浙江省政协委员、民盟省委会委员、浙江师范大

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李盛今年带来的提

案，就是关于加强青少年网络道德建设的建议。

李盛及其团队的教育研究者注意到，在网络这个

新的空间里，伦理产生了新的变化。而对青少年的网

络道德建设、数字素养教育也应该从“需求涌现”“公众

觉知”“研究者倡导”到“决策重视”的阶段。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发挥榜样作用是

很有必要的。”李盛说，家长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准则，如

果平时在家里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就是刷一些“非营养”

类的视频，在网络上频繁踩红线，孩子也一定会模仿。

家长们应该要努力成为“学习型”的家长。

第二，就是家长要多和孩子交流，尤其是情感上的交

流。最后，李盛提到了一个新说法——“网络上的利他行

为”。现实中，为人民服务这种意识就是利他行为的一

种，而培养青少年网络上的“利他行为”，也十分重要。

李盛还提出，希望社会上可以开展专项研究，制定

青少年网络道德素养规范。整合包括家长、学校、师范

类高校等多渠道力量，来构建青少年网络道德培育体

系。通过加强法规建设、更新技术监管、强化宣传等方

面，营造清朗向上的网络应用环境。

本报记者 刘俏言

乖孩子到了虚拟世界，
怎么像换了个人？

委员李盛：
加强青少年
网络道德建设

本报昨日报道的“捕鱼”现象，引发代表委员担忧

人大代表余雄伟呼吁：

东海大黄鱼刚恢复
保护还需再加点码

从本世纪初开始，国家海洋渔业部

门在洋山港等海域进行东海渔区的增殖

放流，这几年捕捞强度也在降低，渔船出

海次数、捕捞量得到了合理控制，休渔措

施也在执行，这给了鱼类一个较宽松的

生长空间，一度绝迹的野生大黄鱼又回

来了。

但眼下正是大黄鱼的集中越冬期，

在利益驱使下，一窝蜂进行围捕和大规

模垂钓，是否会再次让大黄鱼遭受灭顶

之灾？这正是余雄伟和不少代表担心的

问题。

“一条船捕到近5000斤上了新闻，没

上新闻的又有多少呢？”余雄伟说，在利益

驱使下，部分经营者长时间高频次出海，

即使每日捕捞数百斤，大多也是可产卵的

亲鱼，对大黄鱼种群数量恢复极为不利，

如不及时制止，多年来的资源养护成果有

毁于一旦的风险。“我希望，不要让东海大

黄鱼又成为传说，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条

鱼。”余雄伟说。

此外，舟山海域的海钓船只也越来越

多，仅舟山市普陀区就有休闲渔船 142

艘，从事海钓的小型休闲船艇 455 艘，还

有大量青岛、江苏、温州、台州等外省市

的小型休闲渔船。

虽然它们的“杀伤力”不如拖网渔

船，但架不住数量多、频次高，同时由于

船体小，且活动范围与捕捞水域、货轮航

道多有重叠，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对此，余雄伟呼吁，应尽快把浪岗、

两兄弟屿、海礁等海区纳入舟山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范围，以发放海钓证、规

定海钓船舶备案等形式将这些区域纳入

管控。

越冬期围捕
对种群恢复极为不利

象山渔船捞到4000多斤野生大黄鱼回码头。

这两天，一只鸭子在浙江省两会会场“意外”走红，

它叫“中华秋沙鸭”，因对生存环境要求极其苛刻，中华

秋沙鸭被称作“生态环境的检测纸”。

拍下这组中华秋沙鸭美图的，正是省政协委员、民

革省委会副主委、省水利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朱法

君。1 月 17 日上午听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他立即想起了这些照片，会后把它们

翻出来展示给同组委员看。

这组中华秋沙鸭美图，是他去年在安吉老石坎水

库捕捉到的瞬间。

仅 2021 年底到现在，在安吉老石坎、赋石水库两

地过冬的中华秋沙鸭就有 102 只。“目前全球种群数量

只有约 1000 只，安吉就占了差不多 1/10。据我所知，

这在国内也是最多的。”

“这个鸭子的出现，一方面我们看到生态环境好

了，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加强保护。两者之间是互动

的。”所以这次来参加浙江省两会，朱法君专门为中华

秋沙鸭带来一个提案——《关于设立安吉中华秋沙鸭

自然保护区的建议》。

“我觉得安吉应该有条件能够设立一

个‘中华秋沙鸭自然保护区’。”朱

法君说，这对中华秋沙鸭的保

护十分迫切，也可成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重要发源地安吉县的又

一张多彩名片。

本报记者 蓝震 郑阳

一只鸭子
“意外”走红省两会

委员朱法君：
建议设立“中华秋沙鸭
自然保护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