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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春日清晨，上海市嘉定区的环城河
格外清新美丽。不少居民早早起床，来
到清澈的河边，一边享受着鸟语花香，一
边伸展着筋骨，惬意极了。

人群当中，有一位特殊的老人，他聚
精会神地走在河岸最边缘，时而探身看
一看河里的水草，时而弯腰瞧一瞧岸边
的防护网。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
正在巡河的嘉定区“民间河长”姜建华。

3年间见证了河道的变化

“我是江南水乡的儿子，对水有着浓
浓的感情。”谈起自己为何要当河长，姜
建华很是激动。3 年前，他从中国科学
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退休，就立马转
岗当起了“民间河长”。

分给姜建华的有练祁河、环城河、陈
家浜 3 条河道中的一段，共计约 5 公里。
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周至少到每条河
巡河两次。3 年间，不论刮风下雨，他都
坚持每次巡河不低于两个小时，累计约
1000 小时，超过 1500 公里。

姜建华见证了河道由浑浊到清澈的
全过程。

“我深刻体会水是有生命的，死水就
是发臭浑浊，清澈的活水能孕育生命。”
说 起 3 年 前 的 水 质 ，姜 建 华 还 心 有 余
悸。当时，河水浑浊不堪，走在岸边，时
不时还能闻见臭味，令人作呕。

经过截污纳管，河底淤泥清除，岸边
污染源清理等一系列动作，清澈的河水
回来了。

“白鹭在这里栖息，说明水里有鱼
了，河道又有了小时候的样子”说到这
里，姜建华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在河道治理中担任重要角色

“民间河长”是对“行政河长”的有效
补充，是水环境保护中能接地气、察民意
的一环。

作为“民间河长”，姜建华的日常工
作是这样的——水草、漂浮物多了，马上联
系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打捞，随后做好跟踪，
确保没有遗留；河边堆积了垃圾，向当地政
府了解情况后，向上级部门反映、解决；堤
岸绿化、防护网坏了及时联系修复；有时还
要跑去找居委主任谈保护河道、爱护水环
境的问题；向周边居民、河湖边散步的群众
宣传水资源保护知识……

有 时 ，“ 民 间 河 长 ”还 要 当 个 侦 察
员。一次巡河时，姜建华听到岸边传来
细微的水流淌声音，然而近期并没有下
过雨，他怀疑可能是有不明排放。

寻着水流，姜建华细致地查找着源
头。最终，发现是一家饭店正在偷排洗
碗水池的水。姜建华当即找到饭店负责
人，严厉申明这一行为不可取。饭店负
责人当面表示知错愿改，将排管引入污
水管道。这之后，姜建华又连续暗中观
察了近一个月时间，没有见到此处有暗
排行为才放下心来。

致力于守护美丽风景线

“已巡河完毕，一切正常。”
每当完成当日的巡河任务，姜建华便

会在嘉定镇街道河长工作群里汇报。他表
示，有了微信群，工作联系非常方便，响应
也很及时，有情况只要在群里汇报，相关部
门管理人员就会立刻安排力量解决问题。

不只是微信平台，嘉定区还开发了
“互联网+”式的河长工作平台嘉定河长
APP，让河长掌握具体河道的管养情况，
发布河长工作指令，同时也记录河长的
履职情况，为河长考核提供数据。

嘉定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整合
行业、社会、市场多方力量，提高河道管
理养护水平，让大家共同参与到治理水
环境的行动中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姜建华所任
“民间河长”的 3 条河道，不仅恢复了水
质清清、流水潺潺的面貌，还吸引来不少
流 连 忘 返 的 游 客 。 也 正 因 为 此 ，2020
年，姜建华被评为上海市最美护河志愿
者，“看着一天比一天干净、清澈的河湖
水，心中无比的自豪。”

最近，姜建华又组建了一支“疁城美
河长志愿者服务队”，并担任领队。他表
示，保护长江水资源水环境义不容辞，只
要还有余力，他就一定会继续做下去，希
望号召更多人行动起来，建设“水环境优
美整洁、水体质量一流、自然景观、人文
景观融成一体、人人宜居乐业、家家欢声
笑语、社会和谐稳定”的江南水乡。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像姜建华一
样的“民间河长”和志愿者队伍加入到了
水环境保护中。近年来，嘉定区积极做
好长江大保护，深化完善河湖长制，强化
河长末端执行力，推进基层河湖长制工
作开展，全面打通河湖长制工作“最后一
公里”，做强做实治水“神经末梢”。2020
年 8 月，嘉定区编制印发《上海市嘉定区
村（居）河长工作站建设指导手册》，按照
村居工作站“六个一”建设要求，组织推
进全区开展村居河长工作站创建，截至
目前，已建成 46个村居河长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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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新华

“入河排污口捕手”龙婷——

守住了每段，也就守住了长江生态长江生态
◆范香美

59 岁的王明武身穿一身长江
护渔员的制服，整个人显得精神又
利落。2020 年 7 月 1 日，湖北省武
汉市长江干流江夏段开始实施为
期十年的常年禁捕，江夏区金口街
道的渔民王明武离开了他赖以为
生的渔船，不久后穿上了另一身衣
服。

随着全国范围内长江“十年禁
渔”政策的实施，沿江“最后一代”
渔民将迎来怎样的命运？

渔业资源衰减，难现“归
来鱼满仓”

与很多职业类似，渔民基本遵
循着世代承袭的规律。“从我爷爷
开始，家里就以捕鱼为生，我 16 岁
时跟着父亲出江捕鱼。”王明武说，

“我没有想过自己要做其他事情谋
生，船开到江里，一网撒下去，捞上
来的东西就能变成钱，这是一句俗
话‘下钩子，给钱’。”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于
长江边，渔民们的一生也都围绕着
长江转。他们的生计是否有望，跟
长江里的鱼类资源是否丰富紧密
相关。

船跟着鱼走，是大家不用言说
的默契。哪些水域鱼多，哪一种鱼
藏在哪里，经验丰富的渔民心中都
有一本账。

年轻时，开着渔船上至湖南下
至江西，“有时候一出门就是一个
月，吃住都在船上，”王明武的思绪
似乎回到了以前住在船上的日子，

“一艘船，就是一个家。”
“20 世纪 60 年代，我的父母出

门捕鱼，很快就能收获一满仓，到
80 年代我开始捕鱼，数量减少了一
半，近几年最明显，一天最多能收
获几十斤。”王明武这一直观感受
与农业农村部的一项公开数据不
谋而合：长江流域渔业资源曾占全
国淡水捕捞总产量的 60%，在禁渔
之前全国每年水产品总量是 6300
多万吨，而其中长江不足 10 万吨，
占比不到 0.16%。

就是这占比不到 0.16%的淡水
鱼类资源，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支
撑 着 渔 民 们 的 生 计 。 王 明 武 说 ：

“鱼的数量变少，鱼也变小了，但鱼
却越卖越贵。”长江流域鱼类资源
的衰减直接导致“归来鱼满仓”的
景象难以重现。慢慢地，渔民也不
再沿着长江将船驶向更远的水域，

“都是‘各扫门前雪’，在附近活动，
因为走得更远既浪费成本也不会
有鱼。”王明武解释。

在江夏区金口街道，有一个花
园社区，这里住着曾经隶属于八一
渔业大队的 248 位渔民，从渔业大
队到住进社区，渔民始终是一个熟
人圈。与王明武一样，渔民汪贤堂
对自己的身份很有认同感，“在江
上捕鱼的日子自由自在，不过我们
渔民是有组织的，休渔期都要坐在
一起学习文件。”

实际上，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流
域 从 2002 年 开 始 就 实 施 4 月 1
日 -6 月 30 日 为 期 3 个 月 的 休 渔
期 ，到 2016 年 休 渔 期 调 整 为 4 个
月 。 这 期 间 ，渔 民 能 拿 到 生 活 补
贴，等待下一次开捕期的到来。

为了长江的未来，我们愿
意放弃渔船

渔民与渔船的感情是漫长的
时间与每一次捕鱼时的亲密接触
所累积下的。“十年禁渔”的到来意
味着他们必须割舍掉这份不舍，心

情会如何？
“ 难 过 得 想 掉 眼 泪 。”王 明 武

说，“不过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为
了子孙后代好，为了长江好，我们
支持禁渔。”

王明武的经历，折射了中国数
十万长江渔民正在经历的生活巨
变。根据沿江各地测算，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禁捕共涉及沿江 10 个省
市的合法持证渔船 11.3 万多艘、渔
民近 28万人。

2020 年 6 月 30 日，是华夏船厂
来收船的日子。武汉的天气很热，
与渔民的心情形成极大反差。

“6 月底前全区禁捕水域共计
回 收 渔 船 322 艘 ，其 中 持 证 渔 船
250 艘、事实渔船 72 艘，回收渔网
6134 条。拆解退捕 302 艘，其中钢
制渔船拆解残值 9 万元全部上缴
国库；封存 20 艘渔船，根据需要转
作防汛物质、文化展示、辅助执法
使用。250 艘持证渔船捕捞权证全
部按要求公示注销。”这是江夏区
长江禁捕退捕 2020 年工作情况中
的一组数据。

材料中还交代了网具的去向，
“回收的 6134 副网具在与市禁捕
办同步开展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非法捕捞器具销毁活动现场予以

销毁，网具残渣通过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进行处理。”

从此以后，长江江夏段 32.6 公
里、梁子湖保护区江夏水域 26 万
亩、鲁湖保护区 5.1 万亩的水域不
再有持证渔船的行迹。曾经热闹
的江面，也将迎来难得的平静。

如今的长江岸线是这样一幅
景象：两岸整洁有序，生机盎然。
近 年 来 ，武 汉 市 持 续 扎 实 开 展 长
江、汉江岸线已取缔码头的生态修
复工作，复绿面积 788.13 万方，恢
复自然岸线 30 余公里。记者从相
关部门了解到，武汉市还开展河道
非法采砂整治专项行动、船舶污染
防治专项行动、尾矿库综合治理专
项行动、长江两岸造林绿化专项行
动等。去年，共完成长江（含汉江）
两岸造林 9461 亩。专项行动都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长江生态的明显改善，王明武
感受很深，这让他更快地转变了思
想，“我的船是第一个上岸的，我还
给其他人做思想工作，因为每个人
的处境千差万别，年纪大的人担心
再就业难，每个人感受都很复杂。”
无论怎样不舍，一代渔民的职业生
涯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穿上新制服，我是长江护
渔员

幸运的是，拿到了渔船、渔网、捕
捞权证以及社保补贴共计26万余元
后，王明武新的职业生涯又很快开启
了——他被聘为长江护渔员。

江夏区禁捕办工作人员吴冲
告诉记者，“区农业农村局和区禁
捕办在金口八一渔业队开展长江
护渔员机制试点，招聘 6 名退捕渔
民为护渔员，按照年人均 3.6 万元
的标准落实待遇。”

江 夏 区 全 区 共 625 个 退 捕 渔
民，平均年龄偏大，再就业解决的
好不好，关乎渔民生计。“渔民中享
受退休待遇有 138 人，71 人无就业
和培训意愿，余下需要就业的渔民
中，通过招聘会、技能培训、设立公
益性岗位等途径，66 人在企业就
业，自主就业或创业 256 人，非全
日制公益岗位就业 94 人，有就业
意 愿 的 退 捕 渔 民 就 业 率 达 到
100%。”吴冲告诉记者。

渔民变身护渔员，人还在长江
上 ，身 份 却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我们 6 个护渔员轮班在长江
上开展巡护工作，白天和晚上都有
巡查，24 小时待命。”今年 47 岁的
彭军在渔民中算较年轻的，他没有
选择去企业。“我还是愿意天天看
着江水，心情也更开阔。”

不久前，王明武还参加了区里
针对护渔员开展的无人机驾驶培
训课，“成为护渔员让我感到光荣
又自豪。”王明武的思想转变得最
快，“虽然收入减少了，但我现在做
的事情是为了保护母亲河，这也是
我对长江的一份感情。我很期待

‘十年禁捕’结束后，如果长江开
捕，年轻一代能有机会再尝到长江
鱼的滋味。”

如今，“十年禁捕”正以不同的
方式出 现 在 人 们 的 生 活 中 ，在 金
口 街 道 ，随 处 可 见 禁 捕 的 宣 传 标
语 ，而 每 一 家 餐 馆 都 张 贴 着 杜 绝
食用长江野生鱼鲜的海报。保护
长 江 ，跟 每 一 个 消 费 者 也 息 息 相
关。

吃完午饭，护渔员们又娴熟地
登上江面的一艘执法小艇，开始了
一天的例行巡护。“十年禁捕”后，
长江的未来将更加光明。

滚滚长江，奔涌向东。南京是长江
入江苏的第一段，而长江雨花段江阔水
深，虽只占南京江段总长度的 1/10，位
置却十分关键。

作为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最后一道
“闸口”，入河排污口倘若底数摸不清，监
测整治不到位，污染物便如漏网之鱼，偷
偷“溜”进河流，进而汇入长江，影响下游
水质。因此，要想守住长江的碧波清澜、
鱼水之欢，就必须管好这些“闸口”。

去年以来，以龙婷为代表的一批生
态环保人，化身“入河排污口捕手”，查排
口、抓监测、溯源头，推动整治工作，守护
长江雨花段。

摸清排口：排查加速度

2019 年 7 月，南京市雨花台生态环
境局接到长江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指令，要求对长江入河排污口展开“查、
测、溯、治”。局里立即抽调 6 名业务骨
干，组建两支队伍，开展长江雨花段排污
口的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工作。其中
一支队伍就由女将龙婷带队。

龙婷坦言：“这是项全新的工作，在
本地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完全是摸着石
头过河。”但是，挑战越大，越要加油上。

7 月的骄阳如火，把大地烤得一片
滚烫。龙婷和同事们先借助手机软件，
对已登记在册的点位进行定位，再通过
人工徒步一一排查。这些排口位置复
杂，有明口，也有暗口，有水面以上的口
子，也有藏在水下的口子，还有很多排污
口在河道中央或岩壁中间，排查难度不
可谓不大。

有一次，定位显示，一个排污口位于
垃圾站附近。为了弄清楚具体位置，龙
婷和同事们顶着烈日高温，手工清理垃
圾。发酵了的酸臭味扑鼻而来，蚊蝇小
虫轮番叮咬，都挡不了他们的劲头。历
时数小时，“捕手们”总算揪出了深藏在
垃圾堆下的排污口，将其录入在册。

工作强度高，是“捕手”们的常态。
“有时我们一组人一下午录入了 20 多个

面源排口信息，基本上都在来回跑。”龙
婷说，道路坑洼也要向前，车不能至便徒
步跋涉，“很辛苦，但大家都很认真”。

通过现场核查，龙婷和同事们彻底
摸清了雨花台区现有的 234 个排口，并
通过后期的溯源，核减了 22个。

监测溯源：奋力往前冲

入河排污口找到了。那么，它们排
放的水质达标吗？

监测过程中，新问题接踵而至。在
雨花台区板桥街道，不少雨水排污口一
直处于干涸状态，无法进行监测。为了
获取精准的监测数据，龙婷和同事们时
刻关注天气变化，只要下雨，无论是周末
还是节日，大家都会舍下一切，奔赴现场
采样。一些排污口地处偏远，驱车往返
需要两三个小时，有时赶上雨量不足，排
污口依然是干的。“所以，有的雨水排口
得跑 10 趟以上，才能圆满完成采样任
务。”龙婷说。

不过，雨量过多，也未必就好。去年
7 月-9 月，南京市遭遇百年一遇的超长
汛期，很多排口被洪水淹没，岸堤的泥土
也被浸泡得松软，人踩下去，深一脚浅一
脚，很多排口附近还设置了警戒线。监
测工作因此陷入了两难：原定监测周期
为 8 月至 11 月，如果停工，就意味着工作
进度严重滞后，可坚持排查又存在一定
的风险，上级领导也再三叮嘱，安全第
一。怎么办？

大伙儿一合计：“每多耽误一天，问
题就晚一天解决，排入长江的污染物也
可能多一分。”龙婷回忆，大家谁也没退
缩，穿好装备，做好安全防护，坚持对排
口进行现场排查。

与监测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还
有排污口溯源。雨水、泵站排口溯源倒
还顺利，但要找到工业企业排污口的管
辖单位，挑战则并不小。其管辖单位可
能是农业农村、城管、交通等多部门，需
要工作人员一一对接、确定。加之排污
口数量多，有的因为历史原因较难核查，
有时一个排口溯源就需要反复沟通，多
方努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龙婷和同

事们仅用 3 个月，就基本完成了辖区内
排污口的溯源工作，其用时之短，在南京
市各区中名列前茅。

推动整治：护江再冲刺

摸清底数，厘清责任，才能更精准地
治污。

在全面实现了“有口必核、应测尽
测、有口必溯”的基础上，南京市雨花台
生态环境局针对入河排污口的综合情况
开展了深入研究，并拉开了整治的序幕。

首当其冲的，是位于雨花经济开发
区软件谷创业创新城的排口。这个排口
属于雨洪排口，由于管网破损，造成轻微
雨污混流，导致总磷异常。如果不及时
排除，污水管网中的部分含磷污水便可
能未经处理，直接进入河道，影响水质。
龙婷带领团队立即汇报，并联合相关部
门强化对园区的指导帮扶，敦促园区及
时进行内部整治提升，同步做好区域整
体升级，从而达到标本兼治。

随着排污口整治工作的推进，相关
部门和属地街道（园区）也开始高度重
视，并加大了对水环境整治的力度。

“以前，河面上经常会看到塑料袋等
漂浮物，现在清澈了许多。”说起板桥河
的变化，当地居民陈先生很是欣喜。

受这个排口整治的启发，龙婷打算
以 点 带 面 ，将 整 治 经 验 在 全 区 全 面 铺
开。目前，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已将雨花
台生态环境局分类试点整治经验，在全
市进行推广并作经验交流。

南京市雨花台生态环境局还将通过
建立排污口电子档案、设立带有二维码
的排污口标志牌、安装自动监控及监测
设施等措施，逐步形成“权责清晰、监控
到位、管理规范”的长江雨花段入河排污
口管理体系，实现排污口的深度整治。

现在，龙婷和同事们依然每天为排
污口的整治而忙碌着。在她看来：“虽然
我们守护的长江雨花段，只是长江里短
短的一段。但只要我们守住了，千千万
万段守住了，长江水生态也就守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