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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小心点，我来帮你搬！”近

日，在上海金山区漕泾镇沙积村
3129号稻谷培育基地里，农户们

从货车上卸下 1万多斤大麦、蚕豆
等秋作物种。今年的大丰收，让农

户们干劲十足。
稻谷培育基地原址是一幢建

设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废弃老仓
库。由于近年来沙积村拆迁和平

移的农户较多，为方便村民和大农
户们储存和培育种子，提高水稻培

育的质量，沙积村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项目，将废弃仓库翻建成

了水稻培育基地。

“现在都是机械化培育种子，
真的太方便了！”沙积村大农户彭

国林激动地说道，“往年农户们都
是将种子领回去后，自己培育发芽

再播种的，培育种子需要花费很多

的精力，至少一个礼拜才能出芽。
现在好了，只要把种子放在稻谷培

育基地里剩下的事情都不用管
了。”

今年 5月中旬，沙积村统一
将农户 1329 亩的水稻种子在稻

谷培育基地进行培育，通过催芽

器 30摄氏度恒温催芽，36小时后
就能出芽，沙积村农业条线负责

人告诉记者，催芽器每天催芽的
数量可达 150-200亩，为三夏工

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今年的三
夏工作 10天左右就完成了，水稻

培育机械化也提高了水稻种子的

品质，亩产量相比去年增长 30公
斤左右，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种植

效益，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正做到村民

们的心坎里去。
通讯员 张丹萍 本报记者 屠瑜

    近日，金山廊下政府大院的小

菜园里的生菜长势喜人。西班牙
绿、红珊瑚 1号、巴塞罗那、沪芊、

罗马红等 10个新品种（系）的生菜
间隔种植，经过选种育苗、日常灌

溉、杂草清除，目前已经绿意盎然，

尽显勃勃生机。
政府大院的这批生菜苗由上

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提供。上海
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是全国生菜

资源保存最多的机构，从全球搜集

生菜资源 2000份以上，历经精准鉴
定和种质创新后，选育出高产、优质

和抗逆性强的生菜新品种（系），并
获得全国首个生菜新品种保护权。

如此高科技、高营养、高颜值

的生菜，吸引不少前来办事和散步

的市民驻足观赏。

生菜是廊下镇农业的重要产

业、廊下建设蔬菜保护镇的核心作

物。生菜的生长过程无需大量水、
肥，在节水抗旱和环境友好方面与

“八月香”如出一辙。
此外，利用水稻收成后空出的

茬口时间种植绿叶菜、鲜食玉米或
观花油菜，可大幅提升经济效益。

去年冬季至今，廊下政府大院的小

花坛先后种植了油菜花、节水抗旱

稻以及生菜，小花坛是廊下特色农
业“菜-稻-菜“轮作模式的浓缩演

绎，也是廊下镇在探索实现现代农
业产业价值的生动实践。

通讯员 孙佳玲 本报记者 屠瑜

崇明长江段生态修复见成效

全面禁捕近3年
刀鱼江豚都回来了

退捕渔民实现
两个百分之百
早在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

动之前，崇明就已经开始退捕禁

捕工作。2018年，崇明区研究部
署渔船退捕工作，2018年 8月起

停止办理长江渔船证书证件，179
艘长江捕捞渔船全部退出长江水

域生产，2018年底就在全国率先

实现全域退捕。
退捕之后，渔船、渔网怎么处

置？渔民的生计问题怎么办？崇明
对 179 艘长江捕捞渔船、7 艘辅

助渔船实行 100%拆解，按照“捕
捞渔船 5000元/千瓦、辅助渔船

4000元/千瓦、按时拆解的给 5万
元奖励”的标准发放补贴；捕捞网

具则 100%回收销毁。渔民上岸
后的保障，也早已落实。更早在

2005年，崇明区就为解决涉水渔
民社会保障问题制定了相关文

件，将涉水渔民纳入小城镇社会
保险参保范围，基本解决了渔民

保障问题。同时，渔民也可按照农
民建房政策，由乡镇提供土地，集

中解决渔民住房。
目前，崇明区退捕渔民参加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两类社会保险共 164人，参

保率 100%。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
民已实现 100%就业。有的人进了

企业，有的人做起了生意，有的人

被安置到了公益性岗位上，也有的
人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从捕捞船

换到了渔政船，继续发挥余热。

“三无”船舶
无处遁形

随着退捕工作的推进，长江
入海口区域打击非法捕捞的压力

大幅增大———合法渔船拆解了，
“三无”船舶获利空间变大了，有

不法分子就想借机捞上一票。
“三无”船舶，指的是无船名

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渔

业船舶。整治“三无”船舶，是和非
法捕捞人员斗智斗勇的过程。一

次，崇明区渔政执法人员巡逻时
在滩涂边发现一艘“三无”船舶。

执法人员登船后，一名船上男子
突然跳下船，一头钻进芦苇荡逃

走了。“我们追上去，但滩涂上芦
苇比人还高。船上一名女子情绪

激动，说天黑要涨潮了，她老公会
有危险，我们要扣船就必须先确

保她老公的安全。”崇明区农业农
村委执法大队中队长邱宏懿告诉

记者，后来执法队员兵分两路，一
路驾驶快艇沿滩涂边寻找，一路

钻进芦苇荡里找人，终于在涨潮
之前在芦苇荡里另一艘“三无”船

舶内找到了跳船逃脱者。后来，执
法队员对这两艘“三无”船舶及相

关人员均进行了依法处理。
曾担任多年渔政执法大队大

队长的沈士林也感慨：“有了国家
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渔政执

法工作开展起来也更顺畅了。最

明显的变化就是执法人员变多
了，执法船也更先进了。”曾经，渔

政执法船吨位不够大，速度不够
快，要拦截驾驶着大马力快艇的

非法捕捞人员，更像是一场猫鼠
游戏，老鼠常常能够侥幸逃脱。

“现在你再来我们执法大队看看，

都换上了 200 吨级的渔政执法
船，能够全天候执法，不法分子再

也嚣张不起来了。”沈士林说道。
崇明地处北长江口，遏制非

法捕捞行为，不仅要在崇明三岛
发力，更要注重加强跨区域执法

协作，织牢织密打击非法捕捞的
“防护网”。对此，区农业农村委依

托公安、水务、乡镇联勤联动机
制，密集开展内陆“清江”大规模

联合执法行动；聚焦长江北支沿
江沿岸省市交界水域管辖难点水

域的非法捕捞行为，与江苏启东
渔政、海警、长航公安、边防签订

联勤联动协议，组织开展“春雷”
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在

长江流域的非法捕捞行为。

没有一条江刀
能够流进市场
过去，刀鱼捕捞是崇明水域

内渔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每当长

江刀鱼上市时节，崇明各大水产摊
位和饭店也是将其作为主打产品，

更有数千元一斤的天价刀鱼大行

其道。那么，全面禁渔后，崇明的市
场上还能买到长江刀鱼吗？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崇明市场监管局已

组织 465个水产商户和所有经营
热食类的餐饮单位签订告知承诺

书，并制作“长江禁捕、打非断链”

宣传贴纸贴至全区 53个农（集）
贸市场和经营鱼鲜的餐饮单位，

制作“长江禁渔”消费提示发放至
全区 500多个村居消费维权联络

点。“此前，我们发现有饭店在网
络平台宣传页面中使用‘长江刀

鱼’字样，后经查实，当事人对外
销售的实际为‘海刀’，并非‘江

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们对
其进行了罚款，并要求不得使用

‘长江刀鱼’字样进行宣传。”
城桥镇的兴桥菜场是崇明最

大的农贸市场之一，在这里有 80

多个水产摊位。水产摊位上的水

产品都被要求索证索票———鱼从
哪儿进的货、批发市场的鱼是从

哪条海洋捕捞船上批发而来、海
洋捕捞船是否有捕捞证等，监管

部门都要查验相关票证，让市场
里卖的每一条鱼、每一只虾都能

找到源头。
近年来随着长江刀鱼在水产

市场绝迹，许多人的人生轨迹也

因此改变，陈家镇人彭海兵就是

其中一个。出生于陈家镇奚家港
的他，从 20岁起就开始捕鱼、贩

鱼，江湖人称“刀鱼王”。而现在他
的身份却是上海崇明中华鲟自然

保护区的一名志愿者，协助科研
人员对长江流域的珍稀水生动物

进行监测。2018年，他自发成立

了崇明寻豚使者联盟，从团结沙
到东风西沙约 100海里巡线，他

和联盟里的其他 40多名志愿者，

认真监测记录着江豚（见上图）出
现的种群、次数、流向等信息。“崇

明人对江豚都很有感情，因为几
十年前很常见啊，后来江豚却几

乎见不到了。这几年生态环境变
好了，崇明水域的江豚又多了起

来。”彭海兵说道。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丁沈凯

记者近日从崇明相
关部门获悉，在今年 3 月
的一次崇明管辖长江水域鱼
类监测中，水产科学院的工作
人员一网下去捕捞到近 200 公斤
刀鱼，这在前几年是不可能发生的
事情。科研人员不由感慨：“全面
禁捕执行到位，给了长江鱼类
休养生息的机会，十年后怕
是船开过去大鱼就要跳
进船舱了。”

种子送进“托管班”
农户乐当“甩手掌柜”

金山廊下政府大院花坛“菜稻”轮作

种质创新栽出“三高”生菜观景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