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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灯下的上海水警

人爆料、日常监控观测。捕鱼的人会在落潮时行动，而这也成

为俞斐斐平时看监控的重点时段。今年1月27日那次抓捕线索，

最早就源自监控画面。“平常在我们的监控画面里，港口码头，

或者滩涂水域一般都人烟稀少。所以一旦出现人员和车辆活动，

尤其是落潮时，就会格外引人注意。”

此外，自从长江实施禁捕以来，俞斐斐还常常和同事，根

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去长江上海段的一些重点区域排摸走访。民

警们一般会和当地水闸和码头工人聊天，或者去找饭店经营户，

看看能否发现一些来自长江的非法捕捞水产。

守护长江，需多方合作

要想守护好长江上海段，早已不是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

航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单打独斗”的任务。其中，离不开现代

科技不断进步的加持，也需要多方合作联动，不断进行长江禁

捕的法治宣传，从而在源头上减少非法捕捞的发生。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长江水域生态保

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唐议此前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

目前长江各个水域的渔政执法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相比

公路，水上拦截很麻烦。执法船不够快，不够多，常常出现追

不上非法捕捞船只的情况。

这一点，记者也从俞斐斐和顾雪峰这样奋战在一线的民警

处得到了证实。根据他们介绍，目前对于长江非法捕捞的打击中，

上海警方的船艇数量已经比较多，但行动更加便捷的快速小艇

还是少了点。“不法分子的船只，现在都是小快艇，所以我们

遇到过那种窘境，就是你看到了他们，却因为船不够快，抓不

到他。”

长江禁捕，执法设备硬件要跟得上，才能保证事发时抓捕

顺利与事后的追责惩罚。如今，警务无人机已经被用于刑侦支

队的日常巡逻侦查。很多不法分子不会意识到，在他们活动的

时候，一双强大的“眼睛”已然在天空中监视着他们。此外，

事前防范，提升人们的法律观念，对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2020 年 11 月，刑侦支队曾在临港东滩促淤区破获一起非

法捕捞团伙案件。事后警方调查发现，组织犯罪的潘某，不仅

是非法捕捞团伙头目，还是负责这片水域海防设施维护和保养

的工作人员。原本肩负一方水域安全职责的人，在利益面前却

借职务便利，组织人员从事非法捕捞。“长江的野生鱼种经济

价值非常高，一晚上的收获，可能就能给这些不法分子带来成

千上万的收入。如果自身法律观念不够到位，面对这种高额回报，

很容易就铤而走险。”俞斐斐说道。

水域附近的渔民还存在一些法律误区，比如会认为只要不

是捕鱼，就不算违法。2020 年 12 月 16 日，警方获悉有不法分

子在浦东新区通源东路大治河水域附近滩涂非法捕捞蛸蜞，即

派民警赶往现场。最终，民警在次日清晨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并在他们驾驶的车辆内发现刚刚非

法捕捞的蛸蜞 400 多公斤。这也让

公众明白：长江禁渔，并非只禁止

捕鱼，也禁止捕捞其他长江流域的

水产物。

滚滚长江水，连着水林田湖草

等各种生态要素，涉及公安、农业农

村、市场监管等众多政府职能部门。

目前，上海已建立联合执法协作机制，

形成水陆联动综合执法态势。

从 2021 年开始，长江口禁渔范

围将进一步扩延，原来的禁捕区东

扩约 2000 平方公里的水域。对刑侦

支队的民警而言，任务并不轻松，

但他们更清楚：守护长江，就是守

护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美好家园。

警方在水域上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