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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执行力，切实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

决做到令行禁止，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10]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政策目

标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方向一致，与党的政

治目标相互统一，同时需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不断深化。为此，达州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应在常态化工

作中做到以下两点。

一方面，加强学习，积极宣传。各级党委政府部门

要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涉

渔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积极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十年禁渔”重要讲话精神和长江禁捕退捕政策及相关

法律法规，从而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禁渔工作的知晓

率和环境保护的主动性。

另 一 方 面 ， 落 实 责 任 ， 强 化 考 核 。 为 了 贯 彻 上 级

关于长江流域禁捕的有关决策部署，各级党委政府部门

要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和亲自督办很多禁渔

工作，对本行政区域的禁捕禁渔工作负总责，确保如期

完成长江流域禁捕目标任务，从而压紧压实地方主体责

任；同时，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禁捕禁渔工作纳入地方政

府绩效考核、河湖长制考核等范围，从而使各级干部在

“十年禁渔”持久战中更好担当作为。只有加强各级党

委政府部门的组织领导，才能不断提高党推进长江流域

“十年禁渔”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确保禁渔政策落到实

处。

（二）稳定退捕渔民的转产就业渠道，确保退捕渔

民生活保障

推 进 长 江 流 域 “ 十 年 禁 渔 ” 是 提 升 生 态 系 统 多 样

性、稳定性、持续性的时代要求和重要使命。做好退捕

渔民的生计转产安置工作，解决退捕渔民保障问题，确

保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落实长江

十年禁渔工作的关键之举，是事关退捕渔民切身利益的

民生工程，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因而，需要

结合达州各地渔民转产就业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借鉴扶

贫经验和典型案例，加大政策支持和工作落实力度，多

措并举稳定渔民转产就业渠道，在做好安置保障“后半

篇”文章上发力，提高广大退捕渔民转产致富能力，提

升退捕渔民就业机会和质量，实现广大退捕渔民从补助

到自助的转变，增强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一要结合退捕渔民的年龄结构和能力特性，在公益

性岗位兜底上多做文章。积极挖掘就地就近就业渠道，

分级分类提供岗位推送、职业介绍等服务，设置更多公

益性岗位，给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退捕渔民兜底，实现

退捕渔民“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二要结合退捕渔民的技能特点，在农渔业内部挖潜

上多想办法。发挥渔民“近水会水”“靠水吃水”的长

处，优先开发涉渔岗位，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在稻

渔综合种养、水产养殖、水上运输、休闲渔业等领域提

供就业岗位，建立相应机制，增加产业带动就业空间，

以提高转产就业供给能力。

三要结合退捕渔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二、三产业

务工就业上多找出路。加强退捕渔民就业政策服务，持

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退捕渔民职业技能培训，从需求

侧提升渔民转产就业的成功率，拓宽多元化转产就业渠

道。同时，鼓励引导本地用人单位积极吸纳退捕渔民，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单位实施税收减免和社会保障补贴等

政策优惠，达到减少失业、促进就业的目的。[11]

（三）强化市场企业主体的政策宣传，确保禁渔执

法行动有效

“十年禁渔”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持久战，光荣性、

艰巨性和复杂性并存，是推进禁渔工作体系和提升禁渔

工作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导动员全社会深

入推进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过程中，禁捕退捕宣传

工作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确保禁渔

责任到区县、到乡镇、到村社、到个人，实现全覆盖的

关键之举。在长江大保护政策体系中，推进达州地区长

江流域“十年禁渔”，把广大群众的精神力量自觉变成

物质力量，实现向“不敢捕、不能捕、不想捕”转变，

必须进行有效的常态化宣传，特别是注重对于政策执行

中经济利益有所损失的农批企业、水产市场和涉渔餐饮

等重点场所的宣传，引导全社会形成不买不卖长江鱼的

良好氛围，从而提高禁渔政策的执行效果。

一是要加强领导，落实禁捕宣传责任制。“十年禁

渔”作为一项系统整体性工程，需要农业农村、公安、

市场监管等部门发挥职能职责，明确各部门宣传重点和

责任，针对各类网具生产企业、市场经营户和部分餐饮

企 业 ， 细 致 部 署 禁 捕 宣 传 工 作 ， 完 善 禁 捕 宣 传 工 作 机

制，提高工作的目的性和准确性。

二是要以案释法，找准禁捕宣传精确点。在宣传过

程中运用执法部门查获的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非

法捕捞犯罪的打击重点、禁用方法和禁用渔具等情况，

让广大群众自觉划定政策的边界和法律的红线，引导市

场企业主体合法合规经营。

三 是 要 上 门 入 户 ， 扩 大 禁 捕 宣 传 覆 盖 面 。 利 用 赶

集和乡村换届选举时机，组织各相关责任单位、村（社

区）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开展“十年禁渔”和禁渔期宣

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