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复鱼类喜爱的生态环境

站在快艇船头，冯伟手持望远镜，仔细察看
有没有非法捕捞、违法垂钓的情况：“现在长江生
态好了，这段时间天气暖和，就有鱼儿成群结队
在水中穿来穿去，偶尔还有大鱼直接跳到执法艇
的甲板上来。”鱼类即将迎来产卵高峰期，冯伟通
过徒步、骑车、驾驶冲锋艇等方式，每天往返于64
公里的长江干流巡护，保障鱼类顺利安全产卵。

2019年，冯伟加入合江县自然保护地服务
站，成为一名巡护人员。

合江，位于长江、赤水河、习水河三江汇流
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合江境内的总面积就达33平方公里。“几年
前，江岸生态还是另一番景象。”冯伟记得，彼
时，江岸沿线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砂石码头，砂堆
一个挨着一个，垃圾、杂物四处散乱堆放。

河道采砂是将铁管打入河床的砂层中，利
用砂泵吸取泥沙。经过机器分离后，纯砂留在
船上，泥浆则被排入河中。采砂作业不断蚕食、
侵占湿地洲滩，改变了河床原有的浅滩、漫坡，
这使得大量鱼类无法到达它们原本的洄游区
域，从而影响鱼群繁殖、生存。

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
合江县实施了自然保护区境内岸线整治修复，
对沿线34个砂石堆场全部进行了设施设备拆
除，调度转运车辆、工程机械转运砂石1200余
万立方米，腾退岸线空间60多公里。

随即，合江县开展了长江自然保护区生态修
复，围绕长江河、赤水河流域绿化造林6.97万亩，
实施森林抚育15.73万亩，修复各类矿山23处。

在生态复绿的同时，合江县还尽最大可能
减少工程建设对流域鱼类迁徙、繁殖的影响，会
同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对沿江护
坡、大桥等市政设施进行了设计改良，有效保护
了“三场一通道”（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
通道）等鱼类自然生态环境。

合江长江大桥下，成群的胭脂鱼在江心中
游来游去，灵动的身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
里是一条天然形成的鱼道，每年春季，鱼群从这
里逆流而上，洄游到上游浅滩处产卵繁殖。

“经过测试，鱼类逆流时每秒能游动0.5米
至1米，在相近流速的水流中，它们游得最舒
适。”合江县自然资源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周小坪
告诉记者，大桥最初设计的桥墩非常高大，这样
的大型障碍物使河道过流能力减弱，为了不影
响鱼群洄游，他们对大桥施工方案进行了多次
修改，最终确定了无桥墩的跨河大桥，“整座桥
全凭悬索支撑，相比于最初的设计方案，施工造
价足足增加了两倍多。”

沼泽、湿地是鱼群洄游产卵的地方，人为采
砂严重破坏了浅滩处的水草植被，导致鱼卵无
法附着在水草上正常繁殖孵化。合江县模拟鱼
群自然生境，在浅滩处栽种了粘附性较强的水
游草，不仅为鱼类提供一个个能浮在水面的产
卵环境，提高鱼卵孵化率，还滋养了一些水中微
生物生长，成为鱼群重要的食物来源。

“长江中的鱼儿越来越多，像胭脂鱼这样的
珍稀鱼类过去很难看到，现在也明显多起来
了。”冯伟说。截至2023年底，自然保护区（合
江段）监测到鱼类103种，较2021年增加13
种，长江鲟、胭脂鱼、岩原鲤等长江上游珍稀特
有鱼类种群得到恢复性增长。

跨水域巡护形成监管合力

“河道岸线一切正常，未发现非法捕捞和违
规垂钓。”不久前，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川渝交界水域，重庆永川、
江津以及四川泸州的联合巡航检查队在交界水
域巡航检查，形成监管打击合力。

当天，巡护队伍从永川朱沱镇出发，沿河而
上，行至朱沱场镇水域段，有志愿者发现河面有
少许漂浮物，大家立刻撑起纱网，将漂浮的落
叶、枯枝打捞起来。一路上，林业执法人员详细
查看了沿线河流水质水量、河流沿线生态环境
整治情况等，加强对水上非法捕捞和违规垂钓
的巡查。

“上下游、左右岸协同，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背景下，泸州、永川、江津三地建立起

‘共建共管、联防联治’机制，在自然保护区属地
范围内，打击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等破坏生态资
源的行为。”周小坪说，这几年，自然保护区水质
常年保持在Ⅱ类标准，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尤
其是鱼类种群保持健康稳定增长。

为巩固既有的保护成果，今年1月，泸州市
林业和竹业局、永川区林业局、江津区林业局三
方签订了《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战略合作协议》，在珍稀鱼类保护区总规
编制、科研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巡护检查等
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

不同于单一的林草自然保护区，水生生物
自然保护区涉及的区位和生态环境较为复杂，
对管理的专业能力要求也较高。在周小坪看
来，联盟成员可共享资源，实现信息互通、需求
互助，提升自然保护区管理效能。

永川朱沱港，万里长江进入重庆的第一
个深水港，冬日暖阳下，碧波荡漾，一丛丛水
草摇曳生姿，鱼群在波光粼粼的河水中恣意
遨游，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画卷。

“现在的水清岸绿、河畅景美，是川渝共同
治理的成效。”永川区林业局局长黄海东说，去
年以来，紧盯跨省市（区、县）交界水域、水生生
物保护区等非法捕捞多发高发水域，朱沱港与
合江县开展了多次联合应急响应，从巡护、执
法、司法等方面出发，形成水域生态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的合力。

大陆溪河，长江上游一级支流，地处自然保
护区永川与合川的交界水域。不久前，自然保
护区（永川段）接到监测点反馈，相关监测数据
时常超标，水质浑浊，而且还散发着难闻的腥臭
味。保护区管理站立即与合江县开展跨界巡查
发现一家大型养殖场的养殖废水未经任何处理
就排入大陆溪河，造成部分水体PH值、悬浮物
等多项指标均严重超标，甚至污染了下游水域。

找到污染源后，合江县立即采取行动，督导
企业建设了约900米雨污分流管道、永久性封
堵3处外排口，并配置了尾水循环利用系统，逐
步消除污染隐患。在此期间，永川区政府部门
也进行了跟进监督，对河流水质进行了抽样检
测，之后涉案区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黄海东说，保护区牵扯到林业、渔政、水利
等多个部门，跨区域联合巡护将两省市三地的
资源整合起来，提高了巡护的效率，实现了覆盖
水下、水上、两岸的立体式管理，震慑了非法捕
捞等行为。

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赢”

每天清晨，江津区鸿鹄护鱼志愿队队长刘
鸿都会驾着游艇，沿着自然保护区（江津段）巡
逻。他手机里，保存的3000多张照片引人注
目——从2014年开始，刘鸿每天都会为自然
保护区拍摄照片。

刘鸿从小在江边长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随着渔业市场成熟和渔具改进，长江渔业发展
进入黄金期，许多沿江村民都购置了渔船，他每
年捕鱼也能挣十几万元。

2010年前后，由于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
原因，长江渔业资源开始枯竭，渔民捕到的鱼不
仅越来越少，个头也越来越小，一些珍稀鱼类更
是难得一见，刘鸿和许多渔民卖掉了船网，主动
退捕上岸。

2014年，刘鸿自掏腰包购买了6艘巡逻
船，将上岸渔民组织起来，成立了“鸿鹄护渔
志愿队”，巡查打击自然保护区内的非法捕捞
行为。

“最初是为了方便取证，才会拍摄这些照
片。”渐渐地，刘鸿发现，照片里的天变蓝了、水
变清了、树更绿了，尤其是这几年，生态环境更
以肉眼可见的变化持续改善。刘鸿翻出两组同
一地点、不同时期的照片进行比对：在2014年
9月的照片里，沿河两岸到处是裸露的山坡，蓝
色彩钢棚、矿泉水瓶、食品包装袋随处可见，整
个江岸显得杂乱不堪；今年2月，随手拍下的绿
水青山都可以成为手机屏保。

前所未有的生态保护投入和力度，使得自
然保护区水域环境持续提升，不仅给长江鱼类
建立起一个“舒适圈”，也让沿河居民的生产、生
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合江县真龙镇瓦房村，返乡村民文良举种
植了30多亩真龙柚，一年纯收入就有10多万
元。这几年，瓦房村利用沿江荒地种植了一片
片柚子林，不仅美了生态，还让村民的腰包鼓起
来。“沿江小气候非常适宜果树生长，结出的真
龙柚个大汁多，今年我还准备再流转20亩山
地，扩大种植规模。”文良举对未来充满信心。

泸州市林业和竹业局副局长张雷介绍，近
年来，泸州市在自然保护区管辖范围内率先启
动了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将一些历史矛
盾冲突的矿业权、工矿企业、经济开发区、各类
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及其他矛盾地块调出了自
然保护地范围，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
林公园交叉重叠的区域优化归属到各自保护
地，使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布局，充分与生
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和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合理衔接。

聚焦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融合发
展，泸州市与永川区、江津区共同推动泸渝沿江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携手打造荔
枝、龙眼、真龙柚、花椒等特色农业产业带，力争
用三年时间，沿自然保护区流域建成50亿元级
晚熟荔枝产业集群、50亿元级花椒产业集群、
10亿元级真龙柚产业集群。

保护与发展并不矛盾，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可以“双赢”。接下来，三地将积极推进自然
保护区基础设施和条件能力建设，在保护区范
围内打造一批美丽县城、美丽乡村、美丽河湖，
不断提升巴山蜀水颜值、生态产品价值和人居
环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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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泸永江为长江鱼类建泸永江为长江鱼类建““舒适圈舒适圈””人退绿意生人退绿意生

鱼群结伴归鱼群结伴归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看，鹅卵石上好多鱼群在‘板籽’（产卵）！”2月18日，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成群的鱼儿聚集到长江浅滩处，时而
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水里，在卵石上不停扑腾。“好久没看到
这么多鱼群聚集产卵了。”渔政执法艇上，合江县自然保护
地服务站巡护人员冯伟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

地处川渝黔交界处，合江县与毗邻的重庆永川、江津同
属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以下

简称“自然保护区”），一江碧水依城而过，既有急流浅滩，又
有静水库湾，水域鱼类资源丰富。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是川渝两地共同的使命
和职责。去年8月，四川泸州联合重庆永川和江津印发了
《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将强化生态共建
共保，推进长江干流及沱江、赤水河、龙溪河、塘河、大陆溪
河等支流生态廊道建设。在此背景下，合江县携手永川、江
津，启动了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鱼类
自然生境修复，为长江鱼类提供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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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合江县，一江碧水依城
而过。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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