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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科考亲历者：它就在那儿
长江江豚，以性情活泼著称，是

目前长江中仅存的水生哺乳动物，

已在长江中生活了约5万年，是长江

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和指示物种。

它们的数量多少，直接反映了长江

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

近40年来，长江江豚数量一度

急剧下降。上世纪90年代初期，长

江大约还有3600头江豚，2006年锐

减至1800头左右，到了2012年，仅

剩下约1045头。2017年科考数据

显示，长江江豚仅存约1012头……

多年来，我国坚持“就地保护、

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大保护策

略，并于2021年将长江江豚调整为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

江豚种群数量逐步回升。

作为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

保护战略研究中心的骨干成员，上

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教师李建

华参与了去年秋天南京到上海江

段以及鄱阳湖的长江江豚科学考

察。“科考期间，我们每天上午8时

带上一天的补给登船起航，每天工

作9-10个小时。我主要是负责目视

观测、保障声学设备的正常使用。”

她介绍。

科考过程中，晕船和晒伤是考

察队员的日常——江面上紫外线很

强，尽管准备了帽子，但科考队员生

怕阻挡视线，干脆不戴了。几天下

来，脸都晒得黑黝黝的。

李建华告诉记者，在长江干流，

寻找江豚的身影很难，有点大海捞针

的感觉；而在鄱阳湖里，江豚数量多，

有时又会来不及数。“每当观测到长

江江豚，欣赏着它们跃出水面的那一

刻，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我们都兴

奋好久，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她

说：“因为我知道，它们就在那儿，在

这条母亲河里自在地生活，这就是

我们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十年禁渔：重要转折点
不仅是数字上的增长，长江江

豚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次数也越来

越频繁。近年来，在芜湖、南京、洞

庭湖、鄱阳湖、武汉、宜昌等多地，都

出现了江豚跃动的身形，“微笑天

使”逐渐进入人类的视线，在浩瀚长

江中与人们“一笑泯恩仇”。

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长

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

毅指出，2022年是长江十年禁渔全

面实施的第二年，各项保护措施协

同推进，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向

好，水生生物多样性水平有所提

升。但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总

体偏低、珍稀物种濒危状况严峻、外

来物种种类较多、水系连通性和水

生生物生境状况较差等方面现状，

尚未根本性改善，仍需要坚定不移

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统筹开展系

统性保护。

“从2021年1月1日零时起，长

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

动，成为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

势的关键举措。”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科技馆分馆）自然史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何鑫博士介绍，禁渔以来，

渔业活动的减少和水生生物资源量

的增加，尤其是小型鱼类资源丰富，

让长江江豚有了更充足的食物，栖

息地环境也逐渐改善，“水中大熊

猫”开始“回家”了！

2018年4月11日，长江江豚的

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一直

认为它与东亚海豚同是窄脊江豚

的两个亚种，而从这一天起，它被

确认升级为独立物种，这也标志着

我国又增添了一个独有物种。何

鑫认为，科研单位不懈努力地研

究，社会组织积极开展江豚保护科

普宣传、推动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

提高，都是长江江豚数量“止跌回

升”的重要因素。

“另外，从数据中看到，除了长

江干流外，长江江豚主要集中在鄱

阳湖中，这是它们重要的家园，需要

持续关注和保护。”何鑫说。

本报记者 郜阳

10年禁渔进入第2年，江豚保护仍任重道远

数据公布
今天，我国第一部

流域法律——《中华人

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施行两周年。记者从

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

队获悉，在法律保驾护

航和多个部门形成的

合力行动下，长江口曾

猖獗的非法采砂行业，

已在“采、运、销”全链

条打击中逐渐消失。

长江是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长江河道

上海段全长约181公

里，南北最宽处约90

公里，其中航运、原水

供水、防洪、管遂、生

态保护等设施密布，

为上海的城市安全运

行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然而，在经济利

益驱使下，长江口却

成了一些人的“淘金

地”，一艘艘非法改装

的“三无”平底船，在

与执法人员玩“猫鼠

游戏”中，将一根根粗

大管道伸向江底，滥

采乱挖，非法采砂，严

重危及生态环境、航

运安全和行洪安全。

相比陆地执法，水

面执法难度更大。为

了逃避执法人员，有

的非法采砂者还安排

小艇望风，一旦发现

执法船，就马上给采

砂船通风报信，然后四散而去；

个别未来得及散去的非法采砂

者，甚至会拿起原本用于砍缆绳

的刀，企图在看似无意的动作中

吓退执法人员。

据悉，早在2021年3月中下

旬，《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实施不久，市水务局执法总队

就会同公安部门组成联合行动

组，着手对长江口的非

法采砂行为进行“采、

运、销”全链条打击。

11月，水务执法部门、

长航公安、铁路运输检

察院、铁路运输法院签

订了四方《工作备忘

录》，建立起了常态化

的联勤联动机制，不断

强化联合执法、信息通

报、应急响应、案情会

商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乘势而上，市水

务局执法总队又与更

多兄弟单位建立联合

行动机制、长江采砂

违法行为行刑衔接和

案件线索通报移送机

制，打击了更多的违

法采砂当事人，有效

遏制了上海长江水域

的非法采砂势头。

■     年以来，

总队共查处非法采砂

案件  起，其中涉刑案

件  起，作出罚款决定

   .  万元，完成没收并

拍卖涉砂船舶  艘、采

砂机具 套、江砂    

吨，共执行违法物品拍卖

款   . 万元，完成拆解

非法采砂船 艘。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以及与公

检法几家单位建立的

涉案物品处置协作机

制，市水务局执法总队还对涉案

的“三无”船舶等设施设备，依法

没收并落实拆解，彻底清除非法

采砂“春风吹又生”的基础。

市水务局执法总队表示，将

持续深化执法协作，打击非法采

砂违法行为，谱写长江大保护新

的篇章。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头！长江江豚
科学考察

    头！昨天，在农业农村部介绍“中国渔政
亮剑    ”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及长江十年禁渔阶段
性成效新闻发布会上，    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数
据正式发布，长江江豚数量有所回升，最新的种群数
量为    头。其中，长江干流约   头、鄱阳湖约

   头、洞庭湖约   头。与    年    头相
比， 年数量增加  .  %，年均增长率为 . %。

从    年到    年， 年来，江豚数量持续减
少的势头不仅被逆转，而且实现了增长。这背后，有
无数守护者们在奔跑、呼喊和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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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倩雯 任天宝）今后，上海市民去

苏州又多了一个交通方式！今天上午，衔接苏州市区、

昆山和上海三地的交通走廊——苏州轨道交通11号线

开启空载试运行，预计将于6月份正式投入运营。在其

终点站花桥站，可与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衔接。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苏州轨道交通11号线花桥站，

有3个出口可与上海轨交11号线换乘。乘客从苏州11

号线花桥站地下一层上至地面后，再乘坐电梯上至二

楼，通过车站间连廊至上海轨交11号线花桥站。全程预

估在5分钟以内，且换乘免安检。

苏州轨道交通市域一号线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礼向

记者介绍，在接下来3个月的试运行期间，苏州轨道交

通将模拟真实运营环境，分三阶段对11号线列车运行

各项技术参数、各设备系统和功能进行反复校验和调

整完善。

自2018年11月开工建设以来，苏州轨交11号线先

后克服了下穿河流、桥梁、运营铁路、高速公路等建设难

点，攻克“三重地质风险叠加”难题，在掘进过程中不断

对施工技术和设备进行创新，顺利实现了信号等设备系

统的接入工作。“11号线全过程应用了BIM技术，实现工

厂化预制、装配化施工、智慧化运维的新应用和数字化

管理新模式。”苏州轨道交通市域一号线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郭磊表示。

目前，上海交通卡可在苏州刷卡乘坐地铁。据苏州

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二分公司11号线运营事业

部副部长赖一鸣介绍，涉及跨省进出站时是否可用，还

有待沪苏地铁相关部门沟通后确定相关方案。“此外，利

用手机各类支付App，能否便捷地跨省（市）换乘轨交地

铁，目前也仍在制定方案中”。

苏州轨交11号线今空载试运行，与上海轨交11号线在花桥站衔接

上海苏州轨交将对接，换乘5分钟

■ 苏州轨道交通11号线开启空载试运行，预计
将于6月份正式投入运营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苏州轨道交通  号线是江苏首
条与上海轨交对接的轨交线路，全
长  .  公里，设站  座，起于苏州
工业园区唯亭站，全程在  个小时
左右。

苏州轨道交通  号线为长三角

一体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示范工
程，也是中国县域经济首条全城穿越
的轨交线路，对增强苏州、昆山中心

城区的辐射能力，引导城市空间布局
优化，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交
通、产业、空间一体化布局，紧密对接
长三角一体化，主动对接上海、积极
融入上海，推动沪苏同城化发展，有
着极其重要的示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