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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的雷志兵是远近闻名的捕鱼能
手，靠着独门手艺，几十年来过得很滋润。
但近年来，长江渔业资源越来越少，像雷志
兵这样的行业精英也只能勉强度日。去年，
国家出台退捕渔民政策，天天与长江打交道
的雷志兵最能体会这个政策的重要。“如果
再不保护长江渔业，我们有生之年可能长江
就没有鱼了。”他果断收网上岸，在人社局转
产安置帮扶下，成为了一名护渔员。

雷志兵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江
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每天轻轻松松就能打
到几十斤鱼，鱼的品种也非常丰富，肥头、水
米子、鲶鱼等应有尽有。作为渔民里的佼佼
者，他一网子下去，一家人就能生活不愁。
因为技术好，在其他一些技术差一点的渔民
收成严重下降时，他仍然能维持较高的收入
水平。

但近年来，江中的鱼越来越少，很多时
候撒网捞起来的只是垃圾，生活也越发困
难。“每天和长江打交道，长江就像我的家，
家病了，病在哪里我最清楚。”雷志兵说。

对于14岁起就跟着父母打鱼，离了船
什么也不会，上了岸什么都不习惯的雷志兵
来说，离开了捕鱼，就意味着一家人生活无
着。眼看哺育大家世世代代的母亲河生机
渐消，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也只能咬牙坚
持。直到2019年的一天，他一直盼望也害

怕的事情终于来了——长江要开始禁渔了。
“渔业资源越来越少，从内心希望禁渔，

保护生态，但生活又逼着我不得不继续捕
鱼。不然，生活怎么办呢？”雷志兵看到政策
那天，内心无比纠结。

当长寿区启动了禁渔工作，还给出一系
列政策帮助渔民转产就业后，雷志兵第一时
间就响应国家号召，收起了渔网。

为了帮助雷志兵实现转产转业，长
寿区人力社保局会同区农业农村委联系

了辖区内一家保安公司，以劳务派遣的
方式，把雷志兵纳入渔业处的护渔巡逻
队，将他多年捕鱼经验转化为护渔技能，
用扎实的船舶驾驶技术以及熟悉鱼类习
性成为了长江的“护渔天使”。

为了让雷志兵尽快熟悉工作，长寿区就
业和人才中心针对其技能短板，开展了保安
员培训，着重学习了禁渔相关法律规定和禁
捕相关技能。

47岁的雷志兵没想到自己时隔30多年
还会重新拿起书本。不过，从小不爱读书的
他为了保护生他养他的母亲河却读得十分
认真，终于取得了保安员证书。

今年夏天，雷志兵和几名执法人员一起
来到龙溪河一处经常有人非法捕捞的地方
蹲守，从晚上10点一直蹲守到第二天凌晨5
点，在树林里忍受着高温和蚊虫叮咬，有力
地震慑了龙溪河沿线的非法捕捞行为。

“就业是民生之本，有了新的生计，才能
从根本上杜绝退捕渔民重返‘江湖’，才能确
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过得好。”长寿区人
社局相关人士说，在长寿还有122名“雷志
兵”，离开长江的他们正在各自新的岗位上
践行同一个想法：“前半生向你索取，后半生
我来守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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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老板，你给我留个位子哦，我一定
来，说好了哦！”渝北区洛碛镇上，钟国容经
营的生态鱼馆几乎每天都接到这种电话。
要吃她家的鱼，不提前定位子，就得等。别
以为生意这么好，是因为老字号名气大，这
家才开半年的生态鱼馆经营秘诀，全是因为
老板曾经是渔民。

今年45岁的钟国容是个“渔二代”，初
中一毕业就跟着父辈到长江边上讨生计，他
们一家几代人以打鱼为生。

钟国容是一个娇小的女子，打鱼撒网对
她来说有些吃力，这促使她专门从事江河鱼
的销售工作。除了把自家渔船打回来的鱼
销售出去，她每天还会到其他渔船上收集渔
民当天打来的鱼。岸上的水产市场、餐馆甚
至个人买家，都是钟国容跑出来的客户。

钟国容本以为自己会像父辈那样一直
漂泊在长江边上从事渔业工作，每天收集到
的鱼根本不愁销路，收入也比较稳定可观，
等年龄大了就回家养老，但禁捕退捕计划让
她提前上岸。

“收到的鱼每年都在减少，特别是一些
稀有鱼类更是绝迹。如果不禁捕，生态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钟国容回忆说，听说国家禁
渔，自己从内心非常理解，可生活还是要继
续，必须找一条出路。以前生活很稳定，想
都不会去想这种问题，当这种事情来的时
候，自己一时还有点失落。

反复思考后，钟国容发现自己文化不
高，缺乏技能，要想谋求一份工作难度较
大，作为“4050”人群，自己的出路在哪
里？

渝北区人力社保局与洛碛镇劳保所的
工作人员在走访钟国容家时，跟她进行促膝

交谈，了解到其家中父母年事已高，女儿大
学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家庭重担全部落在
她一个人肩上。经过反复沟通，发觉她内心
还是希望自己创业。于是工作人员跟她一
道分析创业项目，最后挖掘出她特别懂鱼的
特长，何不开一家生态鱼馆呢？

项目确定后，工作人员陪她选址，确定
餐馆定位。钟国容去考察多家生态鱼货源，
最后与南充一家生态鱼场达成长期合作协
议。

什么品种的鱼用什么方式做出来才好
吃，钟国容这么多年来当渔民的经验，没谁
比她清楚了。以前，会做鱼只是爱好，自己
吃，现在却可以派上大用场了。

一切准备就绪，餐馆今年疫情后顺利开
张。从不短斤少两，诚信经营，味道独特，开
张当月就实现盈利。

“想要走拢就吃，那基本不可能，不提
前定位子，那就只得等。”无论中午还是晚
上，钟国容的餐馆成了该镇生意最红火的
餐馆。

生意好起来，赚了钱，她计划将现有餐
馆进一步扩大。渝北区区人社局了解到她
这一想法后，主动上门为其宣传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辅导她准备相关资料。

钟国容将把这笔钱用于餐馆装修和
前期运营，餐馆经营范围也将从单一的生
态鱼馆变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酒楼，生态鱼
将作为特色菜肴，同时承接各种档次的宴
席。

谈到未来，钟国容信心满满：“只要用心
经营，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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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打鱼，妻子销售，行情
好的时候，一年能挣20万元。
靠着“黄金搭档”的完美配合，
王明孝与丈夫温长春带着一儿
一女全家四口人过着稳定的生
活。今年，长江禁渔，对商机敏
感的王明孝在人社部门的帮助
下，参加了母婴护理培训。入
行一段时间，她发现母婴市场
空间很大，她抓住这一商机，在
人社部门的帮助下申请贷款，
创办一家家政小微企业。用王
明孝的话说：“母婴护理市场
大，上了岸，我又有新的奔头
了！”

王明孝今年49岁，在这之
前，她和56岁的丈夫温长春经
营着一艘渔船。夫妻二人从年
轻时就没有离开过渔船，永川
区朱沱镇长江流域上，有他们
的一个“家”。

温长春是个“技术能手”，对
于渔汛非常熟悉，长江在什么时
候哪里有鱼、怎么才能打到鱼十
分有经验。往往在渔汛集中的
那几个月，他就可以打到这一年
要卖的量。但温长春是个内向
的汉子，话不多，人实在，打鱼的
技术活儿是把好手，可销售就远
远不如妻子王明孝。

每次打回鱼，温长春就把
鱼交给妻子去销售。王明孝在
把握商机上是天生的好手，找
市场，谈价格，卖货收款，几乎
不用自己丈夫帮忙就可以搞
定。

随着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
恶化，能捕到的鱼越来越少，渐
渐地难以维持生计。

2019年国家号召渔民退捕上岸，温长
春和王明孝只能和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老
朋友”渔船告别。

退捕前，永川区人力社保局就业和人才
中心工作人员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王明
孝家中，了解他们一家的具体情况，送上了

“永川区退捕渔民就业帮扶手册”，上面推荐
列举了100多家单位、企业，提供岗位超过
400个。

最后，王明孝选择了参加母婴护理职业
技能培训。培训免费，国家补贴，王明孝经过
1个月的学习，终于拿到了上岗证。在永川区
就业和人才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开始
为雇主服务，每个月工资4000元。

干了一段时间后，王明孝慢慢摸清了市
场，开始盘算着自己开一家家政公司，吸纳
一些和她一样退捕的渔民妇女，一起搞第二
次创业。

在了解到王明孝有创业意愿后，人社
部门的工作人员向她推荐了创业担保贷款
等政策。目前，王明孝正在人社部门的帮
扶下申请注册小微企业，开始她的第二次
创业。“上岸后，我才慢慢感觉，未来的路越
来越宽了。”王明孝说，丈夫温长春也进入
了公益性岗位，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开始
为社会服务。

张力

捕鱼人变身护渔员

“渔二代”上岸开鱼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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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长江渔民雷志兵成为护渔队队长原长江渔民雷志兵成为护渔队队长

渝北区渔民钟国容退捕后开起了鱼庄渝北区渔民钟国容退捕后开起了鱼庄

“五心行动”让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

水上漂了20多年的渔民谭方成响应国家
政策号召，上岸重新创业。创业之初，他放出
豪言：“我年轻，能吃苦。只要肯干，就有出路！”

在人社局的创业帮扶下，谭方成不等不
靠，开了一家火锅店，经过一年多的勤劳经
营，得到众多消费者认可。在奔向小康路上，
谭方成慢慢从被帮助对象转变为帮助更多人
的退捕渔民。

据了解，随着退捕渔民转产安置“五心行
动”即将进入收官阶段，全市建档立卡退捕渔
民10489人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不等不靠自主创业奔小康

“重庆本地人都来吃的火锅，特别棒，物
美价廉。”“菜品很新鲜，分量足，老板很热情，
来吃的主要是回头客。”“没吃到，等了很久没
位子。”点开美团的“家家老火锅”，从一条条
评论里，看得出这家火锅店受到消费者的认
可和热捧。

“家家老火锅”的老板谭方成今年38岁，初
中毕业后，跟随父辈成了“水上漂”一族，以打
鱼为生。虽然在水里漂了20多年，习惯了打鱼
的生活，但当2019年国家号召渔民退捕上岸
时，他了解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后，毫不犹豫
决定响应国家政策，上岸重新开始新生活。

上岸后不再过着熟悉的打鱼生活，一家
四口如何生活成为谭方成面临的难题。面对

不确定的未来，谭方成没有害怕，他放出豪
言：“我年轻，能吃苦。只要肯干，就有出路。”

经过走访考察，他决定开家火锅店。在
江北区人社局和街镇对接的创业指导下，谭
方成在江北区华新街街道城市领地小区附近
经营了一家“家家老火锅”的餐馆，踏上了自
主创业之路。

经过谭方成一年多的经营，火锅店的生
意还算不错。谭方成在自己创业的同时还积
极带动其他困难人员就业，目前店里有员工

11人，都为“4050”就业困难人员，每月发放
工资4万余元，解决了这些员工的就业和生
计问题。

谭方成说，今后他将继续努力经营好火
锅店，创业创富，希望能带动更多的退捕渔民
就业。

大龄渔民灵活就业享补贴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里，撑船打铁磨豆

腐”最苦，三者都是重体力活，且饮食、休息
极不规律。江北区退捕渔民周世芬和丈夫
叶子安打了一辈子鱼，过去的几十年，夫妻
俩以船为家，她早已经习惯了船上那方小天
地——不用面对太多人，也无须应对复杂的
人际关系，“那是一种简单、自由的生活”。
不过，捕鱼需要看天吃饭，危险时刻伴随。

退捕政策下来后，周世芬对未来的生活
有过迷茫和抱怨。“不是我们不愿改行非要
泡在水里，而是没有其他选择。一是在船上
的这几十年，没有学历和其他技能；二是所
处的年龄也很尴尬，40多岁，找工作没有优
势。”周世芬很清楚自己和丈夫的处境。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周世芬家有老人瘫
痪多年，需要时刻照顾。当渔民时，时间自
由，如果换一个生活方式、换一个工作，照顾
老人就成了大难题。

江北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在了解到这一
情况之后，多方为夫妻俩寻找合适的工作岗
位，主动给他们介绍再就业补贴政策，以此
来缓解退捕给这个小家庭带来的“阵痛”。

各方不懈努力，最终为周世芬在镇上寻
得了一份仅周末上班的家政工作，并且有政
策支持，即将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而其
丈夫叶子安除了空闲时间回村务农之余，也
会在厂区做临工，既照顾了家中老人，又极大
缓解了经济压力。周世芬和叶子安再也不用
起早贪黑在河里冒着风险打鱼了，上岸后的
生活更加稳定和有规律，夫妻俩感觉生活轻
松多了。

“百日攻坚”发力“五心行动”

今年9月起，市人社局开展长江禁捕退捕

渔民安置保障“百日攻坚”计划，全面发力宣
传入心、就业暖心、培训贴心、社保安心、兜底
暖心“五心行动”。

据市人社局有关人士介绍，市和区县
两级政府成立了由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
的安置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下，
同步成立了由人力社保部门主要负责人任
组长，农业农村、财政、民政等部门负责人
为成员的工作专班，市级专班抽调 5 名业
务骨干脱产集中办公。建立“周调度、旬通
报、月约谈”和机关处室“一对一”对口指导
区县工作机制，将“四个100%”纳入区县政
府实绩考核，压紧压实区县责任，做到工作
全协同。

将退捕渔民纳入重点就业群体，制定出
台退捕渔民安置保障“百日攻坚”计划和做好
退捕渔民就业帮扶、养老保险参保、职业技能
培训工作等配套政策文件，从就业服务、职业
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政策全覆盖。已
累计落实社保补贴、公岗补贴、交通补贴、创
业担保贷款贴息、养老保险代缴等帮扶政策，
发放培训补贴70余万元、社保补贴100余万
元、创业担保贷款660余万元，代缴困难人员
养老保险240余人。

成立宣讲小分队，深入渔民家庭走访，面
对面宣讲安置保障政策，摸清摸准退捕渔民
就业、社保状态和就业创业、培训意愿。设立
退捕渔民帮扶专员，填写帮扶明白卡，根据渔
民年龄结构、就业意愿，针对性制定“一对一”
帮扶方案，提供全方位服务。加强就业帮扶，
组织精准对接，开展专场招聘40余场、职业介
绍1.1万余人次，职业培训1173人次。

张力 图片由江北区人社局提供

江北区华新街“家家老火锅”老板谭方成正忙着为顾客服务

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在行动之三

退捕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