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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鱼跃岸绿景美
——湖北推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渔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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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服务切实解决民生诉求

“喂，邓书记吗，我们楼上水
管破了，漏水严重，你们快来处
理一下吧。”5月30日晚，睡梦中
的巴州区宕梁街道红岩社区党
委书记邓建勇被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惊醒，晏阳初大道16号楼
的商户打来电话，2楼一培训机
构的自来水管突然爆裂。

接到商户的求助电话后，邓
建勇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党员服务队党员张光伟立即赶
往现场处理。他们第一时间关闭
水阀，联系专业维修人员加紧抢
修管道，避免造成更大损失，同
时劝导培训机构和相关商户固
定受损物品，拍摄影视资料，对
受损产品逐一登记，为下一步调
解做准备。经过抢修人员紧张的
工作，水管很快被重新接上，恢
复了供水。经社区调解，培训机
构同意按照受损产品的原价对
商户进行赔偿。商户感慨地说：

“抢修水管，调解纠纷，虽然不是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让我们
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实事解
难题的诚意，点滴的小事最能温
暖人心。”

在红岩社区，居民楼道没有
灯照明、消防通道被占用、邻里
间有矛盾纠纷、自来水管破了、
下水道不通了……只需给社区
打一个电话或者找社区网格员，
社区就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服
务。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红岩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的党员志愿服务队、网格志愿
服务队等7支志愿服务队伍，认
真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志愿
服务专项行动，为辖区居民群众
解决了不少难题。

自庆祝建党100周年志愿服
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巴中市各地
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能职责，聚焦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用心
用情解决群众难题，把贴心服务办
进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办到了老
百姓的心坎上，着力提升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党员志愿者筑牢党群“连心桥”

“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
需加装电梯，原有的架空电缆影响
环境美观，能否进行移位或地埋改
造。”5月中旬，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巴中市巴州供电分公司（以下简称

“国网巴中市巴州供电公司”）工作
人员在巴州区江北街道白云台社区
艺苑小区进行安全用电宣传时，从
小区居民处了解到这一情况。随后，
该公司连心桥共产党员志愿服务队
的6名党员志愿者及时赶赴小区，开
挖电缆沟，重新铺设了地下电缆，释
放小区空间，为居民带来更加便捷
舒适的生活环境。

“感谢党员志愿者，不仅帮我
们家检修线路，还帮我们打扫卫
生……”6月18日，巴州区凤溪镇
李家村村民刘兆国握着国网巴中
市巴州供电公司工会主席符光的
手激动地说。当日，该公司的20余
名党员志愿者来到挂包帮扶的李
家村村民聚居点，进行安全用电检
查、线路检修，并来到行动不便的

村民家中为其义务打扫卫生。值得
一提的是，当天党员志愿者们还购
买了村民家中的鸡、鸭，以及黄瓜
等农副产品，帮助村民增收。

这两例暖心故事是国网巴中
市巴州供电公司党员志愿者的日
常，也是巴中市广大党员干部在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员
志愿服务专项行动中，亮身份、树
形象、显作用，带头深入城乡基
层、联系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
具体实践。自庆祝建党100周年
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巴
中市广泛动员各级各部门培育锻
造了一批党员志愿服务队，组织
党员志愿者走进社区、农村，到留
守儿童家中、孤寡老人家中……
积极开展“双报到”“党员义工日”
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志愿服务活
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将党
的关怀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心
坎上，为百姓的幸福生活“加码”。
目前，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正在巴
中如火如荼地开展，1300余支党
员服务队的6万余名党员志愿者
活跃在巴中的城乡基层。

“快看，下面有好多鱼。”湖
北省宜昌市五峰县仁和坪镇升
子坪小学的师生近日坐船通过
三峡升船机从长江上游过坝，一
到坝下，就看到成群的鱼儿聚
集，引得同学们兴奋不已。

“今年以来，三峡升船机厢附
近的鱼明显多了，这和长江‘十
年禁渔’有关。”长江三峡通航管
理局升船机管理处副处长向化
雄说。

根据中央部署，从2021年 1
月 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开始实行“十年禁渔”。长江流
域禁捕1/3以上任务在湖北，2.6
万多名湖北渔民告别“江湖”，转
身上岸。

“禁渔，是国家大计，是为了
保护中华鲟，保护我们的母亲
河，我们肯定要响应国家号召。
现在江里的鱼多了，还能看见江
豚。”湖北宜昌宜都市枝城镇白
水港村 64 岁的渔民刘泽维说，

“如今，村里推开窗就是鸟语花
香，还能看见一江清水、一片蓝
天，飞机、轮船看得清清楚楚。”

人类呵护自然，自然反哺人
类。长江“十年禁渔”全面推行仅

半年，长江、汉江湖北段鱼多了，
江豚多了，一些多年不见的珍稀
鱼类又出现了。

6 月，科研人员在长江嘉鱼
段调查监测到1尾刀鲚，这是30
年来第2次监测到刀鲚上溯到长
江湖北段。随后，有群众拍摄了
一段江豚跃出汉江潜江段江面
的视频，这是近30年来湖北省潜
江市首次发现江豚活动。

今年以来，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长江江豚屡屡现身长江湖北
段。在宜昌，江豚成群出游、江豚
母子同游、怀孕江豚独游的视频
引来众多关注；在武汉，城区江
段多次出现江豚踪影，引起政府
部门、科研机构和市民的关注；
在荆州，江豚群体不断扩大，成
为江豚迁地保护典范。

专家表示，江豚现身反映出
长江、汉江禁捕工作带来的生态
环境改善。“江豚主食小型鱼类，
长江‘十年禁渔’使得江豚饵料
增多，为江豚回归提供了保障。”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克雄说。

水清鱼跃、江豚回归的和谐
画卷在荆楚大地书写，背后是湖

北各地深入推进长江退捕渔民
转产安置，持续开展常态化执法
监管，着力巩固“四清四无”成
效，打好长江禁捕攻坚战的努力
和作为。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说，他们坚持“水上打”“岸上
查”“市场管”全链条发力，构筑
起长江“十年禁渔”的铜墙铁壁。
今年 1月至 5月，湖北查办非法
捕捞案件156起，仅为去年全年
月均案件数的 1/4，涉渔违法行
为得到有效遏制。

——坚持“水上打”。公安、农
业农村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
执法机制，实现全流域、全流程、
全天候打击。5月12日，湖北、安
徽、江西、湖南、重庆签订长江

“十年禁渔”联合执法合作协议，
深化交界水域执法监管合作。

——坚持“岸上查”。持续开
展船网清查，按照“统一回收拆
解一批、标识登记移交一批、执
法打击销毁一批”原则，集中整
治清理船舶38896艘，累计清缴
各类非法渔具21679套。

——坚持“市场管”。从生产
到流通全链条监管，开展检查

14.7万次，检查水产品交易等各
类市场主体 151.6 万家次；检查
电商平台内网店、网站16.4万家
次；检查酒店、餐饮单位 85.6 万
家次，发现整改问题8500个；累
计查办案件629件。

“退捕还鱼”的关键在渔民，
难度也在渔民。笔者2015年见到
白水港村渔民刘泽奎时，他正为
养老问题发愁，如今老两口每月
能拿到3000多元的养老金。“年
纪大的有新农保、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险或者最低生活补贴，现在
大家更关心自己的健康，在江边
绿道散散步、广场上跳跳舞。”刘
泽奎笑着说。

祖祖辈辈在黄盖湖半耕半渔
的湖北咸宁赤壁市余家桥乡安
咀村村民方长清去年8月上交了
船只、渔网等渔具，当上了护鱼
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上
交了渔具后，政府考虑到我们家
人多、生活比较困难，就让我当
护鱼队的护鱼员。过去是向母亲
河索取，现在是保护，很光荣。”
方长清说。

据介绍，湖北省及时出台《长
江禁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集中

攻坚方案》等16个政策性文件，
指导各地科学精准落实各项安
置政策。23712 名需转产安置渔
民全部安置到位，退捕渔民中符
合参保条件的 31974 人全部参
保，已有30357人享受社保补贴，
1321人成为护鱼员，其中大部分
是原来的渔民。

湖北省农业事业发展中心主
任黄国雄说，为确保长江“十年
禁渔”开局精彩，湖北大力推进
以“岸线长”责任制为主要内容
的网格化管理，打通长江禁渔执
法“最后一公里”。“江段长”对本
江（湖）段禁捕工作负属地主体
责任，“岸线长”对本岸线负属地
主体责任。

多位湖北渔政执法人员表
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把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这一党
中央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
决策落到实处，坚决打赢打好长
江禁捕持久战，把个人奋斗融入
长江大保护伟大事业中，为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贡献力量。

（新华社 王贤 侯文坤）

近年来，江苏省太仓市双凤镇勤力村依托地处江南水乡，区域内水系纵横交错的自然优势，发展“水八仙”种植、生态养殖、休闲垂钓等产
业，做活“水经济”文章，助力乡村农旅融合，产业振兴。图为7月18日，勤力村200多亩子莲竞相绽放，吸引游客前来赏花游玩。 计海新 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19日电（记者 刘诗平）
记者从南水北调中线
建管局了解到，截至7
月19日8时，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自陶岔
渠首累计调水入渠水
量达400亿立方米，直
接受益人口达7900万
人，南水已成为京津冀
豫沿线大中城市主力
水源。

据南水北调中线建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南水北调中线自2014
年12月通水以来，南水
已经由规划时沿线大中
城市生活用水的补充水
源转变为主要水源，改
变了京津冀豫受水区的
供水格局。

400 亿立方米水
量中，除渠中存有的水
量之外，南水北调中线
已分别向河南、河北供
水135亿立方米和116
亿立方米，向北京、天
津供水68亿立方米和
65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中线惠
及沿线20多个大中城
市及131个县，京津冀
豫直接受益人口已增
至7900万人。其中，北
京有1300万人喝上了
南水，天津有 1200 万
人受益于南水，河北省
有3000万居民受益于
南水，河南省有 2400
万居民用上了南水。

南水北调中线建
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优化供水格局的同
时，南水北调中线通过
生态补水，促进沿线河
湖生态恢复，同时为华
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提供重要支撑。

南水北调中线已
向北方48条河流生态
补水59亿立方米。其中，华北地区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河段回补
37.89亿立方米。河南、河北境内白
河、滹沱河、大清河等河流水清岸
美，白洋淀水质持续好转，天津市
海河水位升高，北京市永定河、潮
白河水量丰沛，都离不开南水的

“功劳”。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连续

运行2400多天，保证了工程安全、
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其中，南水水
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Ⅱ类标准。

山水葱茏，曲
径通幽，成片的绿
树环绕在中式办
公院落的周围，环
境静谧而优美。在
这片山水园林之
中，隐藏着一片金
融高地。

玉皇山南基金
小镇北依西湖，南
临钱塘江，已建成
的核心区面积有1
平方公里。如果说
杭州上城区形似一
只金靴，那么位于
其西南部的玉皇山
南基金小镇便在靴
尖上。仅 1 平方公
里的土地，每年能
为上城区稳定贡献
近25亿元的税收。

能够取得这样
的成绩与玉皇山南
基金小镇抢抓机
遇、顺势而为分不
开。曾经，一提到玉
皇山南，人们只会
联想到陶瓷市场、
破旧仓库。短短几
年间，经过城市有
机更新、“三改一
拆”，旧仓库、旧厂
房、旧民居腾笼换
鸟，因地制宜修建
起了中式合院办公
楼，实现了从破旧

仓库到山水园林的华丽蝶变，通
过“环境提升、产业提级、服务提
质”，闯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与
民生和谐发展的新路径。

近年来，产业集聚规模效应
不断显现，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也
实现了产业由低端到高端的转
变。入驻企业从不到500家增加
到了近3000家，资产管理规模从
2000亿元增加到1万亿元以上。

上城区委常委、玉皇山南基
金小镇管委会联合党委书记孟
晓斌介绍：“这里原来的地势低
洼易涝，居住条件是比较差的，
当地的居民曾给我讲过一个故
事，小镇是个低洼地带，之前台
风天发大水，就把家里的前、后
门都敞开，让水流过去。”而现
在，居民都住进了就近安置房，
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孟晓斌说，基金小镇是“生
产、生活、生态”的完美融合。这里
白天十分宁静，晚上却分外热闹。
白天，基金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
里办公，基本没有什么声响；晚
上，由原来的鱼塘改建而成的基
金小镇水景公园便成了附近老百
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饭后散散
步，跳跳广场舞，好不热闹。

环境改善了，产业集聚了，
服务配套更加完善，玉皇山南基
金小镇还成了特色小镇类“旅
游+金融”4A级景区，既实现了

“仓库”变“金库”，也让老百姓有
了感受绿水青山的新去处。

（新华社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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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
河北近岸海域
已消除劣四类水质

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19 日电
（记者 巩志宏）渤海综合治理是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七大标志性战役
之一。记者从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了解到，渤海河北近岸海域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0年消除
劣四类水质，优良水质比例达到
99%。今年以来，秦皇岛北戴河主
要海水浴场水质符合一类海水水
质标准。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开展以
来，河北筹措中央、省、市财政资金
190多亿元，大力实施入海河流综
合治理、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等工
程项目，入海污染负荷大幅削减，
2020年总氮平均浓度较2017年下
降超过10%。建立渤海长效保护管
理机制，设置各级湾长147名，对
全省46条入海河流全部落实各级
河长制。

在做好治理污染“减法”的同
时，河北加强海洋生态修复，做好

“加法”。河北连续两年安排专项资
金7400万元，支持渔港港区环境
综合整治、渔船进出渔港规范化管
理、污水油污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等。近年来全省投资4.7亿元实施
海岸线、滨海湿地等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

此外，河北采取措施不断改
善秦皇岛北戴河生态环境质量，
今年6月以来主要海水浴场水质
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秦皇
岛 13 条主要入海河流监测断面
主要指标均值达到三类及以上水
质标准。

新华社成都7月19日电（记
者 余里）7月17日18时44分至
19时 34分，在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内相
继出生了两胎四仔熊猫宝宝。

海归大熊猫“珍珍”于18时
44分产下第一仔，幼仔叫声响亮，
有活力，体温正常；19时15分产
下第二仔，经育幼专家检查，第二
仔为雄性，体重120.7克。

2007 年，大熊猫“珍珍”出
生于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
2010年回到熊猫中心，2015年，
在雅安碧峰峡产下一对双胞胎。
为参与今年的繁殖工作，大熊猫

“珍珍”从核桃坪基地搬至神树
坪基地。

17日一早，大熊猫“苏珊”便
一直处于活动状态，18时52分产
下一仔，幼仔叫声洪亮，19时34分

产下第二仔后送到育幼室，经检
查，第二仔为雌性，体重165.9克。

“苏珊”出生于2011年8月，
父亲“白杨”和母亲“张卡”均来
自野外，2016年“苏珊”在雅安碧
峰峡产下一只熊猫宝宝。

今年2月份开始，参与2021
年繁殖计划的适龄大熊猫陆续
入住卧龙神树坪基地繁育园，

“珍珍”与“苏珊”分别于2月底和

3月底完成了自然交配。目前，两
对双胞胎的老大都由母亲抚育，
第二仔均由人工育幼。

“大熊猫‘珍珍’和‘苏珊’都
是有着丰富经验的‘产猫’，整个
生产过程比较顺利，两对双胞胎
在母亲和育幼专家的悉心照料
下，体况全部良好。”熊猫中心卧
龙神树坪基地管理处专家李果
介绍。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喜迎两胎四仔熊猫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