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湖渔火， 延续千年， 已至 “拐点”。

以往， 每年此时的开捕季， 太湖沿岸 1 ?多名渔民跟
随 5370 艘渔船在非保护区内作业。 伴随着阵阵气焊的切割
声， ?前， 湖州市南太湖新区滨湖街道第一艘退捕渔船开
始拆解。

当天上午， 纽荣民驾船缓缓驶入船网交验拆解场， 跟
着父亲在太湖边当了 20 多年渔民的他， 亲眼见证着退捕渔
船的吊装拆解。

那一刻， 他的心里有很多不舍， 但也明白这是为了子
孙后代必须做出的抉择， “每天和太湖打交道， 太湖就像
我的家， 家病了， 病在哪里我最清楚。 我支持国家的政策，

也关心 ‘上岸’ 后的未来生活与发展。”

2020 年 10 ? 1 ?起， 有关部门收回太湖渔业生产者
捕捞权、 撤回捕捞许可证。 受退捕影响的， 涵盖太湖沿岸
江 、 浙两省苏州 、 无锡 、 常州 、 湖州 4 市 15 ?区 （县 、

市） 共 49 ?专业渔村 （社区）。

暮色将至， 湖面上渔船发动机的轰鸣声逐渐散去。 一
辈子依偎着太湖的纽荣民， 向数不清的渔网告别、 向辽阔
无边的湖上生活告别， 向 “一户一船一网” 的传统捕捞模
式告别。 他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 走向明天。

退而不捕，还是以退为捕？

———访中科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研究员谷孝鸿

文汇报：太湖退捕的背景是什么？

谷孝鸿 ： 太湖退捕是在长江流
域生态系统保护 、 十年禁止天然渔
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的背景下提出
的。 这是湖泊生态保护的必然要求，

也是多年来从生态破坏向生态修复
转型的结果。

多年来，受环境污染、富营养化和
高强度捕捞等影响， 太湖渔业资源退
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问题很严重。 历
史上太湖地区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有
鱼类记录 107 种。 2014—2016 年持续
调查，仅采集到鱼类 61 种，种类组成
发生较大变化，“优势种单一化” 极其
显著， 鱼类群落和种群小型化趋势明
显，个体质量低于 30 ?的小型鱼类占
绝对优势。

禁渔管理是大水面渔业资源管理
的重要一环， 有利于水生生物资源得
到有效休养生息， 促进水域生态环境
保护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文汇报：那么，太湖退捕是否也意

味着要采用十年禁捕的管理方式？

谷孝鸿： 在长江十年禁渔的大背
景下，目前“一江两湖七河”实施了禁
渔方式。由于太湖渔业资源出现衰退，

有必要对太湖渔业政策进行调整。 但
是，由于太湖水域环境和长江不同，渔
业资源主要问题不同，历史文化不同，

因此禁渔的具体实施方式可以不同，

不可能是单纯的一禁了之。

太湖有其非直接通江的自然生态
属性， 而且太湖是蓝藻频发的富营养
化湖泊，每年捕捞带走总氮 235.8 吨，

总磷 55.8 吨，对转移水体的营养盐起
到了一定作用；同时，“太湖三白”是区
域特色，也是文化名片，对带动区域经
济、 促进渔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太湖的退捕不是退而不捕，而是以
退为捕。

初步构想是， 在水生生物自然保
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施长期
禁渔， 和长江十年禁渔的政策有统一
性和一致性。 在除了保护区以外的宽
阔水域，应该先是退捕退渔民，接着充
分评估渔业资源现状和主要鱼类生物
学特性，借鉴国际捕捞学经验，建立科
学的渔业资源水质调控政策， 包括增
殖放流量、品种搭配，捕捞间隔时长、

捕捞量、捕捞季节和捕捞品种等。

文汇报：对于退捕的下半篇文章，

您有何建议？

谷孝鸿： 从退渔政策的完成到渔
民转业安置真正的落实， 从退渔实施
效果的跟踪监测评估到鱼类资源恢复
政策与措施的制定与完善， 以及满足
民众特殊需求及渔文化传承的渔业资
源开发利用方式的探讨等， 都需要一
步步推进 。 一个关键前提是对太湖
目前的水环境状况 、 渔业资源存量

和生态修复措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和评价。

文汇报：太湖退捕后，可能会设置

“护渔员”这一公益性岗位。 对于这个

新岗位，您作何评价？

谷孝鸿：其实，渔政人员就是法定
的护渔员， 只是目前这个队伍的力量
配备还不够，需要进一步补充，但补充
的前提是需要全社会的共识， 管理的
前提是宣传到位， 完全依靠所谓的限
制管理是管不住的。

水体和山林、草原不一样，它是隐
蔽在水下的，直接感觉不到，需要的专
业性更强，水环境的安全保障更高。渔
业资源管护需要有丰富的经验。 现在
太湖渔管会有渔政处专门从事湖上偷
捕行为的执法，可能还远不够。将来可
以适度吸纳退捕渔民到护渔的队伍
中，这是一批经验丰富的渔民，通过教
育培训， 他们可能成为太湖渔业资源
的守护者。

文汇报：太湖退捕后，渔业资源恢

复的前景如何？

谷孝鸿：关键要考虑恢复的内涵，

作为不通江的湖泊， 未来很难有很多
原先已经在太湖消失或绝迹的渔业品
种出现，但通过限捕、禁捕，鱼类生存
的生态条件得到改善， 一些优良和土
著品种会得以恢复， 加上合理鱼类结
构调控到位， 鱼类小型化的问题会得
到改善， 大型鱼类保持一定的比例会
得到优化。

太湖不同于长江， 太湖作为非直
接通江的大型浅水湖泊， 其生态系统
特征、 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有别于一
般水体。 太湖的渔业资源整体以小型
鱼类占优势，现存生物量较大，大型鱼
类以及鱼食性鱼类较少， 小型鱼类的
增殖通过食物链效应对浮游生物产生
重要影响，从而带来了对水质的影响。

因此，退捕后，从生态和渔业的角度，

还是要适当适宜地科学捕捞， 科学调
控太湖渔业资源， 朝着有利于水质改
善和渔业资源保护的方向努力。

文汇报：有些人说，退捕之后，特

色渔文化的传承等会受到影响。对此，

您怎么看？

谷孝鸿： 太湖的渔文化需要我们
每个人守护和传承。 目前太湖计划建
立渔博馆，将太湖丰富的鱼类资源、悠
久灿烂的渔文化向公众， 特别是青少
年宣传普及。

渔文化的传承需要“渔”来支撑，

但太湖的渔文化， 也不仅仅就是太湖
捕捞或放流。 太湖渔文化的文章可以
做大做强， 需要从 “渔业—生态—经
济”的维度，围绕水和渔业去拓展和创
新。今天的退捕，是为了换未来子孙后
代的年年有鱼， 从真正意义上守护渔
文化，传承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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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退捕：“禁”“退”有道方能年年有鱼
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童乐

昨天

全国率先实施
禁渔的内陆湖泊

太湖， 藏着最极致的鲜。 历史上
太湖地区鱼类资源十分丰富， 鱼类记
录曾有 107 种。

“100 多种？ 我们现在能见到几
十种就不错了。” 69 岁的苏州七都镇
庙港市场水产经纪人张阿姨说。

张阿姨生于渔船，长于渔船，家中

8 代都是渔民。 小时候，她跟着父亲，

黄昏时下网，凌晨收网，从湖中心行驶
至庙港，赶上 5 点前开启的早市。

当时的水产市场是名副其实的水
市，沿着庙港河，小渔船在岸边一字排
开， 渔民们将船舱内的湖鲜捧到岸上
展示。陆地上，早有顾客排队等待湖鲜
的降临。

那个时候，一网金，二网银，三网
珠宝四网珍，五网六网眼也花，太湖是
只聚宝盆……

“6 岁的时候 ，我还不会捕鱼 ，就
是抱着瞎玩的心态， 晚上围湖岸边的
杨树绕一圈网， 第二天就能捞上来满
满一网湖鲜。 ”40 岁的周胜良笑着回
忆起 30 多年前的场景，如今即便费尽
力气，也难有过去瞎玩一兜的收获。

他记得，有两种方式收益最大：一
种是鱼簖， 在湖中密密麻麻地插上竹
竿，将网张在竹竿之间，形成一个迷宫
般的“八卦阵”，以此拦截路过的鱼类，

类似于“守株待兔”；另一种是行船拖
网，两艘以上的渔船合作，拖拽长度达
到 1500 米左右的“高踏网”，一网下去
能捕到上万斤鱼。

但“一网万斤”的模式，注定无法
持久。

过度捕捞再加上水利闸坝建设、

流域污染物输入， 太湖水环境质量明
显下降、 水生生物资源急剧退化： 不
仅仅是鱼类， 包括浮游生物、 底栖生
物在内， 太湖的整个生态群落结构都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太湖曾有 20 多
种软体动物， 而 4 年前常见的还不到

10 种。

不仅有减，还有增。正如小型鱼类
的比例显著提升一样， 太湖里的小型
藻类也在显著增加，当中表现最为“突
出”的便是蓝藻。 2007 年 5 月，太湖发
生了“无锡水危机事件”。 这些都标志
着，太湖的生态整治，到了刻不容缓的
地步。

其实， 太湖的保护一直都是政府工
作的一项重点。

1953 年春，太湖大渔船停止作业半
个月，当年银鱼产量增加 25%。

1954 年，震泽县人民委员会发布保
护太湖资源的通告。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江苏省太湖
渔管办实施定期的封湖禁渔制度， 太湖
成为全国首个封湖禁渔的内陆湖泊。

然而，身处长三角核心位置，太湖不
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活动影响。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吴地人自古“民食鱼稻，以渔
猎山伐为业”，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一直
是当地百姓重要的生计来源。

因此，与保护时间轴并行的，还有开
发时间轴。

“我父亲和我说，最早政府是鼓励我
们打鱼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还补贴
我们进行网围养殖。 ”周胜良说。

没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为了弥
补食物资源短缺、蛋白质供给不足，东太
湖网围养殖持续发展。 至 2004 年，东太
湖 20 万亩水面约有 18 万亩被网围养殖
占用，几乎是“天罗地网”。

湖泊渔业政策的实施具有鲜明的时
代背景和社会背景， 与社会经济发展阶
段相协调， 也体现着生态文明思想的不
断升华。 2007 年的蓝藻暴发，带动了对
太湖水环境的彻底整治， 渔业资源保护
与开发的天平从此彻底地倒向了前者。

2009 年至 2018 年 ， 退渔还湖阶
段， 网围养殖压缩到 4.8 万亩； 2019 年
后 ， 网围全面拆除 ， 休养生息 ；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 整个太湖水域全面退
出生产性捕捞。

今天

为“闲下来”后的
转产安置提早准备

渔民上岸， 在太湖沿岸并不是一件
新鲜事。

太湖流域自然条件优越， 水陆交通
便利， 经济发达， 城市密布。 提前转型
并收获成功的渔民大有人在， 这也为此
次退捕后， 解决好渔民转产安置就业问
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苏州工业园区金益社区的部分居民
就是其中的 “先行者 ”。 1967 年围垦
时， 他们闲置的渔船有的被用于运输泥
料， 还有小部分就开始了运输业。 国家
政策开放后， 运输站进一步发展壮大，

入驻了苏州火车站货运场， 船只也增加
到 100 多艘， 实现了水路运输与铁路运

输的衔接 ， 运输的货物也由最初的水
产、 鲜货慢慢转为化工原料、 产品， 运
输收入随之增加 。 1987 年 ， 运输站再
次转型升级为村级汽车运输站。 如今，

其运输业务遍布全国。

周胜良则从 2018 年开始转型。 当
时， 太湖网围全部拆除后， 他将土地开
挖成蟹塘， 做起了大闸蟹的生态养殖，

实现无害化排放。 见到他时， 他正忙着
捕捞大闸蟹， 捆扎包装后安排送货。

“之前虽然离开了太湖， 但船一直
还在， 捕鱼和养蟹在时间上可以兼顾，

父母也习惯了船上的生活， 手里也可以
有点活干。” 周胜良说， “这一次退捕，

父母舍不得， 家里一条捕鱼船、 一条捕
虾船都要上交 ， 这是他们一辈子的回
忆， 我还得做他们的工作。”

周胜良的记忆里当然也印刻着那些
与渔网相伴的时光， 但他更明白退捕是
大势所趋。

他不想再让孩子经历这样的苦日
子———从下网到收网， 一次作业的时长
大概有 20 个小时， 忙得时候拖网渔民
几乎从不靠岸， 就把柴米油盐全都搬上
船， 蔬菜每天由前来收鱼的鱼贩子顺便
带过来。 一天劳动结束后， 跳进湖里洗
一把冷水澡， 然后把自己扔到硬邦邦的
舱底和甲板上。 有时候父母没时间照料
孩子， 就把孩子托人照顾， 让他吃 “百
家饭” 长大。

“小时就跟着父母跑 ， 没时间上
学， 生病了也不去医院。 那时太湖水还
可以直接喝， 母亲就烧点开水， 帮我多
盖一床被子。 想吃好的也没有， 只有最
便宜的甲鱼。” 周胜良说， 现在要让自
己的孩子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 供他上
好学校， 给他买最好的学习装备。

在苏州， 退捕渔民已 100%纳入社
会保障， 有房、 有社保， 人社部门还针
对渔民年龄偏大 、 文化程度较低的现
状， 对他们加强就业技能培训。

“太湖周边经济条件不错， 各类工
作机会很多， 能转的早就转型了。 到今
天还没有转型的， 恰恰是最难转型的群
体。 他们年龄较大、 文化程度较低， 合
适的岗位并不多。 渔民比较容易上手的
岗位， 比如保姆、 保洁等， 他们又觉得
不够体面、 不够自在而不愿意做。” 七
都镇人社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进一步
开发岗位是当务之急。

比如， 七都镇人社中心和管理服务
站共同开发 20 个 “太湖蓝藻打捞工 ”

的公益性职位， 就因更贴近渔民技能特
长广受欢迎 ， “但该类型岗位相对较
少， 我们只能采取抽签形式， 抽中的概
率为 1∶10 左右。”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 去年的退捕协

议签订时间正好和太湖蟹销售旺季吻
合， 很多渔民无暇他顾， 签约环节比较
顺利。 待春节后， 大闸蟹销售季一过，

转产安置的压力会突然加大， 政府部门
必须未雨绸缪。

明天

我们餐桌上还能
见到太湖湖鲜吗

太湖退捕后 ， 到底要不要彻底禁
捕， 成为众人的关注焦点。

在长兴县新塘村，共有 88 艘渔业水
产运销船。 这里销售了太湖 40%以上的
水产。 目前，全村共有 1000 余亩梅鲚鱼
晾晒场和近 20 家渔家乐餐厅 。 全村

4000 多村民，一半从事和渔业有关的工
作。有渔家乐老板担忧，彻底禁捕可能会
摧毁这个太湖沿岸最大的渔市。

也有支持禁捕的声音， 有渔业专家
曾在退捕政策出台之前便建言， 应在太
湖禁捕三年。

主管太湖渔业管理的职能部门———

江苏省太湖渔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
来将利用好太湖丰富的生态资源禀赋和
区位人文经济等有利条件， 以国资控股
经营、 部门执法监管为主要形式， 以大
水面增殖渔业、 组织化捕捞渔业和渔业
三产融合为主要抓手， 打造有太湖特色
的湖泊渔业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也就是说 ， 不同于长江流域的 10

年禁捕， 太湖是 3 个保护区 40 万亩水
域常年禁捕， 其余 280 万亩水域全面退
捕。 退捕不代表全面禁渔， 而是在此基
础上， 对这 280 万亩水面研究制定科学
利用水面规划， 发展增殖渔业， 有组织
进行捕捞。

未来， 太湖渔业主体由个体渔民改
变为国有公司， 捕捞方式、 时间、 规模
等都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监管会十
分严格： 国有公司参与太湖增殖渔业活
动的数量、 规模、 具体内容， 必须严格
按照由省级主管部门制定的要求执行；

对准入企业实行积分考核制度， 加强企
业所属捕捞船只监管； 捕鱼网具的网眼
尺寸、 规格将会进行规范， 统一实行配
额、 限额捕捞制度， 以保证鱼虾的生息
繁衍， 规定 “在太湖鱼类的繁殖期和快
速生长期实施禁渔”。

太湖渔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
来可能会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太湖渔业
资源进行评估， 部分退捕渔民有机会在
经过培训后， 以渔业工人的身份加入捕
捞队伍继续捕鱼； 而现有比较成熟的渔
市， 也有可能会继续经营下去。

“成为渔业工人？ 不！ 那种一条木
板连着水面和陆地， 天天胆战心惊的生
活再也不想他们承受了。” 周胜良肯定
地表示， 希望子女可以切断与 “渔” 的
联系， 再也不会被人称作 “网船鬼”。

金益社区居民朱祥男对此则有不一
样的看法。他最早在附近的金鸡湖、独墅
湖捕鱼；后来因为水产养殖，就迁到了太
湖捕捞；现在，又作为工业园区最后一批
太湖渔民之一，完成退捕。

船与水如今还是他最大的安心与满
足，他想把自己的幸福传递给孩子们。在
金益社区的支持下， 朱祥男等老渔民积
极参与渔耕文化园的筹建。 在前期的实
物采集、资料收集等过程中，他们有的带
着工作人员出船拍摄影像照片， 有的亲
手制作渔具捐赠， 有的送来压箱底的渔
服渔饰，有的口述补充缺失的资料。

朱祥男希望， 渔船、 桅帆、 渔网、

鱼叉……这些随他扬帆江湖的 “老伙
计”， 能在渔耕文化的映衬下锁住乡土
情结， 让勤劳质朴、 开拓创新的渔耕精
神潜移默化地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

让太湖回归生机， 让渔民有保障可
依， 今日向 “渔” 告别， 是为了明天更
好地重逢。 太湖渔歌， 定会在江南大地
永远地传唱下去。

专家访谈

▲江苏苏州， 渔港村码头， 港湾内停靠着一排排渔船。 （来源： 人民视觉）

▲告别水宿烟

雨、 桨声灯影， 苏

州工业园区最后一

批太湖渔民退捕上

岸。 徐斌摄

荩无锡滨湖区

渔民殷才法签下退

捕协议， 获得区政

府印制的 《光荣退

捕》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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