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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也有网友提问：“十年禁渔后长江

能恢复到什么程度？”“鱼类数量是否会超出自

然承载能力？”

“如果说长江‘病’了的话，那么十年禁渔

只能说是对母亲河的一次‘抢救’。”曹文宣指

出，十年禁渔只是我们在长江大保护上迈出的

一小步，“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拯救长江水生生

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曹文宣估计，十年休养生息后，长江“四大

家鱼”的产卵量能回升到200亿到300亿尾左

右，最多达到20世纪60年代30%的水平，而许

多濒危物种的恢复则更为困难。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

究员危起伟介绍，在2017年到2019年的长江

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中，他们发现有130种历

史上分布的鱼类未能采集到样本——更严峻

的是，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川陕哲罗鲑等

珍稀鱼类都没有自然繁殖活动发生。

在中华鲟的种群保护仍面临严峻考验时，

长江另一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则传来了好消息。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钱正义博

士回忆，在中科院水生所读书期间，他解剖过

六七十头死亡江豚，其中约半数的江豚胃里空

空如也，或是身体表现有其他饥饿症状，“它们

饥肠辘辘，在偌大的长江中竟然找不到鱼吃。”

随着近几年长江禁渔工作的有序推进，长

江江豚在鄱阳湖、宜昌、镇江、南京等江段嬉戏

的画面频频登上热搜。“全面禁渔降低了非法

渔具伤害江豚的风险，它们的食物来源大大增

加。相信在未来几年内，它们的种群数量会得

到一定恢复。”钱正义对此很有信心。

传来好消息的不只有江豚。前不久，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在长江宜昌段发现了一尾鳤鱼。鳤鱼曾是长

江流域重要的经济鱼类，由于过度捕捞、江湖

阻隔及栖息地生境退化等原因，鳤鱼在多个历

史分布区绝迹，先后被湖北、湖南等地列为省

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鳤鱼销声匿迹20多年后，在2017年发现

一尾，时隔三年的2020年又发现一尾，出现的

时间间隔缩短，这标志着鳤鱼种群开始逐渐恢

复。”危起伟相信，随着十年禁渔工作的持续开

展，长江常见鱼类种群的规模将明显增大，部

分受威胁鱼类的种群也将有所恢复。

（据光明日报）

十年后,长江会
重现昔日生机吗？

在淮扬菜馆，长江鲥鱼是一道名菜，

因其鲜嫩的肉质被许多食客视作珍馐美

味。

“现在长江全面禁渔，这道招牌菜是

不是就没了？”不少人对此心生疑虑。

“这样的担心有些多余，因为长江鲥

鱼已经绝迹快 30 年了。”中国渔业协会

专家周卓诚解释，长江鲥鱼是一种洄游

性鱼类，在1975年时捕捞量曾达到1570

吨，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数量迅速下

跌，已无法形成鱼汛，90年代后再无捕获

记录，相当于功能性灭绝了。

那么，一直以来餐厅里卖的是什

么？“长江鲥鱼是‘长江三鲜’之首，为了

维持利润，商家使用的其实是美洲鲥鱼

和东南亚云鲥等近亲。”周卓诚说，随着

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衰退，这类以假乱

真的情况非常普遍。

长江鲥鱼的命运不是个例。据统计，

长江流域每年的天然捕捞量已从1954年

的42.7万吨降至近年来的不足10万吨，

哪怕是较为常见的青鱼、草鱼、鲢鱼、鳙鱼

“四大家鱼”，其种苗发生量也已从1965

年的1291亿尾降至如今的十几亿尾。

“与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相对，20世纪

50年代以来，‘四大家鱼’人工繁殖陆续

成功，淡水养殖业随之快速发展，老百姓

的餐桌并没有受到影响。”长江十年禁渔

首倡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介

绍，2016 年到 2019 年间，我国淡水养殖

产量都在 3000 万吨上下，每年产出约

500万吨草鱼、400万吨鲢鱼、近300万吨

鳙鱼，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水煮鱼”“剁

椒鱼头”等美味佳肴——“我国 14 亿人

口年人均消费‘四大家鱼’9.4公斤”。

价廉物美的养殖鱼其实离不开野生

鱼。曹文宣介绍，鱼塘里人工养殖的鱼

往往就是那么几对亲鱼的后代，长期近

亲繁殖后基因就会退化，容易生病，因此

必须要有野生鱼来改善其种质资源，这

样养殖鱼才能长得快、长得好。“让老百

姓更长久地吃鱼、吃更好的鱼，就必须保

护好长江这个天然的种质资源库。”曹文

宣强调。

禁捕后，我们的
餐桌会受影响吗？

过去几年，为了推进十年禁渔工作，农

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

任马毅长期奔波在长江沿线。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曾是最先反对十

年禁渔的人。”马毅笑着告诉记者，“一是渔

民退下来怎么办？我们现在建档立卡的渔

民是23.1万人，但当时的渔民人数远不止

这个数字，他们上岸之后的安置很成问

题。二是这么大的江面，当时渔政执法机

关的力量很薄弱，根本管不住。”那时候，在

马毅看来，十年禁渔虽然很有必要，但条件

还不成熟，人们的观念也普遍跟不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的生态保护迎

来了转折。随着许多重要举措落实落地，

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的物质基础和认识基础

也越来越完备。”马毅感慨道。

201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长江治理开出了治本

良方，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率先在长

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度”；2019年，长

江流域的 332 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退捕；

2021年1月1日，十年禁渔终成现实。

为了保障退捕渔民生计，截至2021年

1 月 31 日，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 251.67

亿元已全部落实到位；重点水域已落实转

产转业 129743 人（占需转产转业基数的

99.76%），落实社会保障171626人，退捕渔

民社会保障任务全面完成。

在曹文宣看来，十年禁渔不光是保护

鱼，也是在帮助渔民改变生产生活方式。

“长江‘无鱼’，形象一点讲，就是渔民用合

法的大网眼渔网捕不到鱼了，只有用‘绝户

网’、‘迷魂阵’、电鱼等非法手段才能捕到

一点小鱼。这样，长江捕捞业就像走进了

‘死胡同’。”

宋彬是土生土长的重庆江北区人。十

多年来，他一边捕鱼，一边经营江上的餐饮

船。随着餐饮船越开越多，宋彬感觉长江

变了，“江面上不时漂浮着一次性餐具，鱼

不仅越捕越少，还带着一股‘柴油’味。”

2018 年，宋彬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拆

解了餐饮船，靠补偿款在岸上不远处开了

一家老宋家鱼馆。如今，鱼馆的生意不仅

越来越红火，4 名和宋彬一样的退捕渔民

也加入鱼馆工作，在岸上过起了安稳的好

日子。

长江全面禁渔后，仍有一群渔民选择

留在了江上。

2021年2月5日，天刚蒙蒙亮，在江西

省湖口县的鄱阳湖水面，伴随着“突突突”

的马达声，舒银安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一边监测长江江豚的数量，一边劝阻

岸边使用“四锚钩”的垂钓者。

2017年，在渔船上出生、捕了40多年

鱼的舒银安收起渔网，报名参加了刚刚组

建的湖口协助巡护队。“这几十年，眼看着

长江鲥鱼、河鲀鱼都没了，捕捞上来的鱼个

头也越来越小。要是将来鱼都没了，哪里

还会有渔民？”

随着鄱阳湖里的“迷魂阵”被清理干

净，电鱼者受到法律制裁，舒银安看到了长

江可喜的变化。“今天上午巡护20公里，十

几次看到江豚跃出水面，以前它们根本不

敢靠岸这么近。中午巡护回来，又看到‘长

江江豚被提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新

闻。太好了，长江的未来一定会更好！”舒

银安兴奋极了。

上岸后，渔民的生计怎么办？

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十年禁渔，，对生活有影响吗对生活有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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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源远流长，水面辽阔，它是淡水鱼

生儿育女、长大成才的好水乡。”曾经的纪录

片《话说长江》这样赞美母亲河。但近几十

年，受多种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生物完整性指数竟到了

最差的“无鱼”等级。

为了挽救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2021年

1月1日，长江干流、大型通江湖泊和重要支

流正式开始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11.1万艘

渔船、23.1万渔民退捕上岸，开始了“人退鱼

进”的历史转折。而根据党中央有关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3月1日起，我

国首部有关流域保护的专门法律——长江

保护法正式施行。

长江十年禁渔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主管

部门负责人和志愿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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