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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结构更加合理，数量不断扩大，为生态绿色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天然水域外来物种调

查监测、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调查、濒危水生野生动物

植物保护、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等禁渔效果监测评

估工作，为科学调控优化水生生物种群，落实生态损害

赔偿及补偿修复，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资源的

修复和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对于坚决打赢长江十年禁

渔持久战，共创青山、绿水、鱼跃、人笑的美丽达州奠

定了生态基础。

（二）安置保障工作进一步抓好

为 持 续 抓 好 安 置 保 障 工 作 和 维 护 渔 民 转 产 就 业 成

果，市政府通过精准施策，对退捕渔民进行动态跟踪，

了解转产就业情况和就业意愿，建立帮扶台账，制定帮

扶方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回头帮”。[7]同时，积

极挖掘公益性岗位，妥善解决退捕渔民生计问题。通过

发展产业、务工就业、引导自主创业、提供公益岗位等

多种方式做好就业帮扶，抓实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

截至2023年底，已累计帮助448名退捕渔民实现企业吸纳

就业或自主创业，对全市有培训需求的退捕渔民应培尽

培，确保他们用好转产就业、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临

时救助等政策，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底线。另

外，按照规定将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纳入相应的社保范

畴，满足退捕渔民应保尽保要求，维护退捕渔民切身权

益，确保全市1827名退捕渔民上岸就业有出路、长远生

计有保障。

（三）各类船舶管理进一步规范

按 照 省 、 市 交 通 、 公 安 、 水 务 、 农 业 农 村 四 部 门

《进一步深化船舶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要求，

达州围绕“三无船舶”清理整治，摸排船舶844艘，吊

离上岸和拆解船舶642艘，完善登记202艘。目前，达州

在船舶突出问题整治行动中取得明显工作成效，辖区水

域内“三无”船舶得到清理规范取缔，实现了涉砂涉渔

“三无”船舶清零，从事捕鱼、捕捞“三无”船舶得到

了清船清网，有效遏制了“三无”船舶扰乱水上交通秩

序等问题。这些成效不仅为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和通航环

境，预防跑船事件发生，持续提升水上交通事故预防预

控能力提供保障，而且为达州抢抓机遇做好交通三年大

会战，助力打造四川东出北上综合交通枢纽奠定了坚实

基础。

（四）渔政执法监管进一步加强

渔 政 检 查 人 员 坚 持 渔 政 日 常 监 管 与 禁 渔 执 法 行 动

有机结合，依法对天然水域的涉渔船舶、渔具、渔获物

和捕捞方法进行检查，重点揪住大案要案、团伙作案及

屡教不改的惯犯，深挖细查非法捕捞背后的“恶势力”

“保护伞”，实现达州长江流域“清船、清网、清江、

清河”的“四清”目标，有效切断非法捕捞涉及的地下

产业链、黑色利益链。这些都共同营造了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高压严打态势，遏制了违法捕鱼行

为 ， 维 护 了 正 常 的 渔 业 资 源 保 护 和 渔 业 生 产 秩 序 。 同

时，集合达州禁捕实际情况，及时配置一批渔政船艇、

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现代化执法装备，规范渔政管理执

法着装、证件和标识，提升了渔政管理和执法的效果。

（五）风险防控意识进一步增强

在推进“十年禁渔”工作中，达州通过组织开展隐

患排查和风险评估工作，积极反馈退捕渔民利益诉求，

及早发现问题苗头，做好负面舆情管控，把问题化解在

萌芽状态。同时通过禁捕工作的宣传和推广，使得执法

人员和广大群众的风险防控意识不断提高。另外，通过

多种形式，运用各类新闻媒体和传播平台，发挥各类基

层普法阵地作用。科普宣传长江禁捕退捕的重大意义和

相关政策，详细解读禁渔退捕的方针路线，广泛宣传不

遵 守 《 渔 业 法 》 《 长 江 保 护 法 》 等 法 律 法 规 的 后 果 危

害，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的各类问题，做到电视有影、报

纸有文、网络有痕，并在重要河段、场镇、码头等地广

泛设立固定宣传标语或标识牌，确保禁捕退捕工作家喻

户晓，全面增强了市民风险防控意识。

达州推进长江流域“十年禁渔”面临的困境

达 州 推 进 长 江 流 域 “ 十 年 禁 渔 ” 工 作 成 效 明 显 ，

但在总体向好的态势中，还有一些新问题，需要引起重

视。

（一）禁渔执法案件查处不顺畅

通 过 对 近 几 年 的 非 法 捕 捞 案 件 进 行 查 证 分 析 ， 取

证、判断、跟踪、抓捕等过程全靠人工处理，案件查处

不顺畅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非法捕捞行为具有隐蔽性。主要集中在野外自

然水域和偏远乡村，涉案人员同执法监管人员打“游击

战”和时间差，导致执法船难以在第一时间到达，执法

人员难以及时掌握涉案最新情况。

二是非法捕捞行为时间不确定。作案时间多发生在

深夜，集中在凌晨至天亮，但涉案人员为了确保自身安

全，往往会扔掉作案工具或跳入水中，这就增加了就地

取证和就地查获的难度。[8]加上近年来非法捕鱼手段的翻

新，工具的高科技化，导致查处工作跨部门，调查取证

难，执法办案难，耗时长久。[9]

三是非法捕捞行为地点不固定。达州市嘉陵江岸线

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