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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短★

龚哲明

同一条内河，违规放置网
箱、地笼归城管执法；违法电
鱼、毒鱼、炸鱼则归海洋与渔业
局执法；而遇到堵塞河道，影响
水流顺畅，则又要水利部门出马
了。三种情况、三个部门，该如
何协调职责、各自守土，始终困
扰着部门、困扰着民众。

虽然说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的“三定方案”里，明确
了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责，但是在
具体某件事情上，建立起一个联
合执法机制、组织一支综合执法
力量、开展一些联合执法行动，
工作效率显然更高、工作成效显
然 更 明 显 。 把 “ 这 是 你 的 事 ”

“这是他的事”统统变成“这是
我们的事”，把这事、那事都变

成维护内河良好生态的事，就是
在实实在在地提升城市品位、提
高群众生活品质，就是在为“名
城名都”建设添砖加瓦。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常
被作为各干各的、缺乏协同的代
名词。其实，从字面上理解，似
乎无可厚非，只不过是分工的产
物，职责所系，本也没有什么不
对。但是，这种看似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的情形，会导致信息分
散、沟通不畅、条块分割的现
象，缺乏统一指挥和协调，在处
理具体问题时不但不能形成合
力，反而经常成为部门间相互推
诿、扯皮的借口。

没有统一行动，没有形成合
力，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
等资源的浪费，更严重的是事情
往往还办不好。以内河渔政管理

为例，作为一个整体，任何人在
任何时间作用在这条河任何地点
的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都有可能
破坏整条河流的生态环境，甚至
导致生态系统失衡。而要应对好
这种情况，每个部门必须联合起
来拧成一股绳，否则就会出现

“今天你去查这个”“明天他去查
那 个 ”， 看 似 天 天 有 部 门 在 行
动，却没有一件违法行为被抓彻
底，过一段时间“回头看”时原
有问题还依旧。

因此，笔者呼吁，千万不要
让“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现
象在河道管理中重现。

别让“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现象重现河道管理

如何让城市内河鱼翔浅底如何让城市内河鱼翔浅底？？
——市政协委员为市政协委员为““加强内河渔政管理加强内河渔政管理””献计献策献计献策

宁 波 是 江 南 水 乡 ，
河网密集，水像流动的
精灵，为四明大地增添
了蓬勃生机和活力。近
年来，那些曾经被污染
的城市内河，水体变得
清洁，水质得到改善，
水生生物洄游重生，内
河两岸成为居民生活休
闲的重要场所。在一片
祥和气氛中，却有人支
起钓竿垂钓，甚至出现拉
网捕鱼、非法电鱼、毒鱼
等乱象，不仅严重影响内
河自然生态系统的进一
步恢复和完善，更是带来
了随意破坏沿河绿化、
水生植物及人身安全隐
患等问题。

内河渔政管理既事
关百姓生产生活，又体
现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管
理水平。近年来，我市
内河渔政管理工作在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通过深化改革、优
化机制、强化执法，取
得了较好的成效。有关
部门采取不定期巡查或
根据群众举报开展执法
检查，联合开展“春潮”

“亮剑”等专项整治行动，
加强渔政执法管理。建立
内河渔业增殖放流制度，
丰富内河渔业资源。2017
年投资 200 多万元，在姚
江等内陆水域人工增殖
鱼苗6700多万尾。

尽管如此，加强内
河渔政管理工作依然任
重而道远。该如何加强
城市内河渔政管理，真
正让内河重现鱼翔浅底
的景象呢？4 月 18 日下
午，市政协召开委员月
谈会，组织市政协委员
围绕“加强内河渔政管
理”主题开展协商，与
会者踊跃发言，群策群
力，共商妙方。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
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内河渔业生态作为整个城市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成为
宁波发展的当图之策、当谋之务。

“保护渔业生态，既是保护渔
业资源，更是维护山水林田湖的生
态平衡，充分体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态思想。”有委员
建议，要把保护内河渔业生态作为
践行“两山”思想的具体行动，带
着责任、带着感情，精心呵护、用
心保护。

“保护三江秀水，改善生态环
境，建设‘美丽宁波’，是全市人
民的共同愿景，也是我市‘名城名
都’建设的内涵所在。”有委员建
议，必须全力以赴抓好内河渔业生
态保护，呵护好“以鱼养水、以鱼
洁水”的美丽画卷，守住宁波江南

水乡风貌，守住“漫江碧透、鱼翔
浅底”的韵味，让“水清鱼跃”的
美景成为甬城的靓丽风景。

治水难、护水更难。近年来，
我省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五水共治”行动，
水体质量明显改善，水生态环境明
显好转。要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治
水成果，不仅需要有长效的监督机
制，更需要使水体恢复自我净化的
功能。委员们建议，必须强化内河
渔政管理，通过抓渔政带动水体保
护、带动生态修复、带动内河恢
复，巩固“五水共治”成果。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
征程中，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内
河渔政管理好，把内河资源保护
好，把大自然馈赠的优美环境呵护
好，为宁波高质量发展、‘名城名
都’建设提供一流的生态保障。”
市政协主席杨戌标说。

内河渔政管理为何必须重视？

委员们在调研中发现，内河渔
政管理由谁管缺乏更加明确的规
定。今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宁波
市人民政府第 241号令 《宁波市市
区城市河道管理办法》，强调的是
内河规划、保护、防汛等方面内
容。而 2004 年颁布实施的 《宁波
市河道管理条例》已与当前形势不
相适应。行政管理体制不顺，已经
成为当前内河渔政管理工作的最大

“绊脚石”。
那么，内河渔政管理究竟是谁

的职责？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已经明确，对城市河道管理
范围内“电鱼、毒鱼、炸鱼”等违
法捕捞行为行使管理和执法权的部
门是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市海洋与
渔业局也全力以赴，内河渔政工作
的确取得一定进展。随着内河渔政
有关事项被纳入综合执法改革中，
部门在协商、移交过程中取得了一
定的共识，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
置分歧仍然较大、移交速度依然过
慢、机构编制尚未成型，这也变相
导致了对内河非法捕捞行为的打击
行动不够有效、快速。

由于主管部门执法力量不足、
监管机制不强等原因，未能实现对
内河非法捕捞行为的快速有效打
击，内河特别是城区河道内经常发
生非法电鱼、网鱼等现象，群众举
报多。

委员们认为，强化综合执法是
做好内河渔政管理工作的根本办
法。建议牢牢抓住国家机构改革的
重大契机，强化统一领导，明确权
力划分，理清职能权属，健全组织
架构，加强人员配置，优化运行方
式，从根本上解决各自为政、扯皮
推诿、效率低下等问题，不断激发
渔政管理工作的内在活力。要进一
步完善 《宁波市河道管理办法》，
明确河道非法捕捞等行为监管的执

法主体，修订完善权力清单，厘清
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的监管职责。

那么，内河渔政又该如何管？
有委员建议，要坚持依法治渔原
则，以正在修订《宁波市河道管理
条例》为契机，研究做好与上位法
的衔接工作，增强渔业执法查处的
具体可操作性，真正做到有法可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善于
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根据本
地实际在全市范围内研究划设“禁
渔区”和“禁渔期”，明确禁渔范
围、禁渔时间和禁止行为，增强内
河渔政管理的刚性力度，同时做好
打击非法捕捞的行政执法与司法的
衔接，为有效打击非法捕鱼行为提
供法律保障。

委员们还建议，要尽快制订出
台 《宁波市内陆禁用渔具目录》，
把一些对资源破坏性大、影响水环
境的渔具列入禁用目录，并对内陆
捕捞渔具的网目尺寸也进行相应的
规定。要加强科技装备，在统筹好
现有执法装备资源基础上，加大对
无人机、高清人脸识别监控等现代
化高科技设备的投入，运用先进手
段对重点河域、重点区域、重点时
段集中巡查，减轻执法人员负担，
提高日常执法效率。要借鉴北仑区
内陆渔政执法事项成功移交的经
验，建立并不断完善综合执法部门
与渔业主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信
息共享机制和执法协作联动等工作
机制，做好业务培训、技术支撑、
执法监督等后续保障工作，确保职
能移交后综合执法工作顺利开展。
同时，要强化属地管理，建立健全
科学合理的责任考核机制，积极构
建“制度健全、主体明确、责任落
实、经费到位、监管有力、手段先
进”的河道管理体系，切实做到尽
一份责任、管一方水土、保一方生
态。

内河渔政谁来管如何管？

“由于电鱼等违法行为单次查
获的渔获物数量远远达不到刑事立
案追诉的数量，司法部门很难对从
事内河非法捕捞的当事人进行定罪
量刑。这也使得渔政执法的处罚震
慑力不够，难以形成‘查处一起，
震慑一片’的从严打击内河非法捕
捞的社会效果。”有关部门负责人
坦言。

如何切实增强打击违法行为的
震慑力呢？委员们认为，只有加大
力度打击、持续不断打击，才能
对非法捕捞行为形成持续有效的
震慑力。建议内河渔政监管相关
部门要继续强化同其他相关职能

部门的工作协作和配合，加大对
电鱼等违法捕捞行为易发河道的
执法检查力度，通过安排联合执
法检查组进行常态化巡查和增加
执法巡查的频次和力度等方式方
法，严厉打击查处电鱼等违法捕
捞行为，特别是要发挥公安部门
作用，对于情节严重、屡禁不止
的非法捕鱼行为，采取必要的惩
治措施，有效发挥警示作用，让
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付出应有
代价。

群众是最好的监督者，广泛发
动群众参与到内河渔政管理中来，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委员建议

探索网格化管理，由各区县 （市）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出台内河捕捞
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实施办法和专
项奖励资金制度，调动群众参与举
报和制止违法捕捞的积极性，组织
村义工队，形成全社会群防群治的
良好氛围。要加强宣传引导，通过
张贴宣传海报、分发宣传资料、组
织宣传讲座等方式加大对群众渔业
相关知识及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
利用媒体积极报道打击非法捕捞的
典型及亮点特色工作，积极引导群
众参与监督、齐抓共管，打赢“围
堵”内河非法捕捞的人民战争，有
效维护内河水生态平衡。

查处一起为何难以震慑一片？

与健步走等休闲运动一样，垂
钓也成为相当多城市居民的日常休
闲活动。尤其是随着城市内河水质
不断改善，放养鱼类不断增加，内
河边的垂钓者越来越多。但委员们
发现，由于缺少相关管理制度，垂
钓活动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带来诸
多安全隐患和不文明行为。

与垂钓行为一样，各种放生行
为也处于无序状态。有委员说了这
样一件事：有户人家，老奶奶看着
孙子养的巴西龟大了不少，窝在小
器具里挺可怜，于是就把龟倒进了
家边的小河里。“巴西龟是外来物
种，在这里没有‘天敌’，一旦大
量繁殖，对本地生物是一个灾难，
严重破坏内河生态平衡。”这位委
员表现出很大的忧虑。

委员们主张，有关部门要坚持
增殖放流制度，涵养内河生态，规
范放生、垂钓等活动，加大水体保
护力度，从宁波生态建设的高度看
待内河渔政事业。可以借鉴云南滇
池放生、垂钓规定，在内河设置专
门的放生区和垂钓区，在规定区域
外放生、垂钓将被重罚，同时规定
了放生区适宜放生的物种，违规放
生同样也要受重罚。

委员们还建议，要堵疏结合设

立内河垂钓开放区，建设规范的垂
钓平台，同时进一步规范内河垂钓
行为，提升城市内河管理水平，让
垂钓爱好者有所乐，让市民切实享
受到水环境治理带来的效益。要加
大水体及河岸环境保护力度，严禁
使用联体钓、串挂钓、人造光源、

扳网等捕捞行为，持续推进增殖放
流工作，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并
定点设立鱼线回收桶，回收废弃的
鱼线，减少鱼线等废弃物对环境的
危害。同时，要禁止随意在河道里
放生各类物种，特别是严禁外来物
种放生内河河道。

垂钓放生行为如何规范管理？

本报记者 龚哲明

图为养护工人清理河道垃圾，改善内河水质 （（丁安丁安 摄摄））

内河偷钓成为城市不和谐音内河偷钓成为城市不和谐音 （（丁安丁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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