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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辖区主要河流重点水域、码头和道路显眼位

置设立禁捕公益广告牌宣传，告知群众长江禁捕的具体

要求，提高群众禁捕和爱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着力营造

“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良好

社会氛围。

（三）以人为本，织牢退捕渔民民生“保障网”

推进长江流域十年禁渔，是一项惠民工程、利民工

程和为民工程，最终的目的和归宿是能够让广大渔民“退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提升渔民的退捕环境和退捕质

量，从而增强退捕渔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是强化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全市统筹整合资金

确保禁渔工作下地落实，将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按规定

纳入相应的保障体系，切实维护退捕渔民的社会保障权

益，尽力满足退捕渔民的安置资金需求。

二 是 强 化 社 会 保 障 。 持 续 巩 固 提 升 退 捕 渔 民 社 会

保障水平，积极开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集中攻坚专项行

动，确保退捕渔民上岸有出路。同时，对生活特别困难

的 退 捕 渔 民 跟 踪 兜 底 保 障 ， 积 极 开 展 “ 暖 心 帮 扶 ” 行

动，确保长远生计有保障。

三是推进转产转业。市农业农村、人社部门积极引

导退捕渔民转产转业、创业，投身现代化发展，将符合

条件的退捕渔民进行跟踪调研和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开

展实施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提升退捕渔民就业质量。截

至2023年底，全市开展退捕渔民职业培训234人，职业介

绍990人，公益岗位安置28人。

（四）重拳出击，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

执法监督作为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重要手段，

为禁捕持续总体平稳提供了良好条件。[6]市禁捕退捕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农业农村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

等部门，积极开展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从源头上斩断地下长江野生水产产业链和非法利益链。[6]

一 是 全 市 农 业 农 村 系 统 以 水 陆 并 进 、 白 夜 并 查 、

明暗并兼等方式，严防非法捕捞现象，打击非法捕捞行

为，开展“护渔百日联合执法行动”“渔政亮剑2021”

和跨界水域交叉执法检查行动。截至2023年底，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3053人次，发放宣传资料40000余份。

二是全市公安机关把十年禁渔放在突出位置，成立

达州“长江禁渔”行动工作专班，召开专题会议部署，

坚持宣传教育与打击查处并举，全面推进打击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137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90人，移送起诉案件95件、起诉犯

罪嫌疑人125人，办理厅督案件5起。

三是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生产企业、水

产市场、涉渔餐饮等重点场所，营造宣传氛围，严重查

处市场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行为。

（五）协同作战，维护渔政执法“成果树”

建立联合执法协作机制作为禁渔工作的重要抓手，

有利于补齐补强交界区域执法短板。自长江禁渔工作启

动 以 来 ， 达 州 对 内 通 过 农 业 农 村 、 生 态 环 境 、 市 场 监

管、司法检察等多部门建立执法互助、信息互通、资源

共享的协同联动机制，打好禁渔执法组合拳，切实做好

“十年禁渔”各项工作。同时，为切实维护交界水域禁

渔成果，达州公安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先后与毗

邻地区公安机关签订《跨区域打击长江流域联动执法协

作机制》协议，建立交界水域联合执法工作机制，推进

解 决 “ 同 江 不 同 策 、 同 江 不 同 步 ” 问 题 。 在 签 订 协 议

前，两地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农业综合执法人员、渔

政执法人员就交界水域联合执法协作进行了交流，对建

立联合执法机制、工作专班调度会、执法案件办理及渔

业船舶管理、跨界水域联合监管和市场监督等问题开展

了深入探讨，并相互借鉴先进经验和有效举措。

达州推进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取得的成效

自 启 动 长 江 十 年 禁 渔 工 作 以 来 ， 达 州 始 终 坚 持 目

标和问题导向，持续推进长江流域“十年禁渔”深耕善

治，在推进禁渔工作中以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为旨向，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生态环境修复进一步落实

蓝天、碧水、绿地，这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美好向

往。为推进流域“十年禁渔”，达州一方面通过严厉打

击各类非法捕捞和违规垂钓行为，开展渔业增殖放流行

动，加大对渔业资源保护的投入力度，使得全市水域生

态环境得到有力改善，渔业资源得到较快恢复，渔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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