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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曾钢

12 月 9 日上午，气温接近冰
点。姚江江北洪塘段江面上，一艘
大马力驳船拖着几艘破败的船屋，
冲破江面上的茫茫雾气，向余姚河
姆渡方向驶去。在那里，这些船屋
将被拖上岸，实施拆解。

当天，江北区农林水利局对辖
区内的船屋实施最后的清理，全市
姚江船屋的整治进入收官阶段。

今年初夏至今，经过多部门大
半年的合力整治，姚江上百余艘船
屋面临被“终结”的命运。这也意
味着，栖身姚江 10 余载的“水上
人家”，正式宣告“退场”。

百余船屋沿江而“居”
隐患重重

家住江北青林湾的市民老陈是
一名垂钓爱好者，空闲时去姚江边
钓鱼，经常与岸边的船屋“不期而
遇”。“这两年，流经市区的姚江江
堤，政府花了大力气进行重修，还
设了游步道，可江堤边不时能看到
破破烂烂的船屋，周边还有围网，
实在煞风景。”老陈抱怨道。

随着沿江环境的提升，船屋越
来越成为一道“刺眼”的存在。市
渔政部门无人机拍摄的照片清楚显
示，姚江从余姚河姆渡水域一直到
下游江北洪塘、慈城段，沿线散布
着众多大小不一的船屋。市海洋与
渔业执法支队支队长黄章伟告诉记
者，这些船屋大多数是沿江的渔民
利用农用船改建的。2004年，我市
对姚江的渔业秩序进行了整顿，取
消网箱养殖，但至今还有 150 户持
有捕捞证的渔民。“为了作业方
便，一些渔民将水泥船改造成船
屋，生产、生活集于一处。后来，
看样的人越来越多了，船屋队伍日
渐‘壮大’。”黄章伟说。

据有关部门今年 8 月份统计，
姚江干流上共有船屋 93 处，占用
水面 5600 多平方米，其中江北区
有 51 处，余姚市有 34 处，海曙区
有 8处。此外，姚江支流上还有小
船屋 21 处。这些船屋底部使用农
用水泥船，上面用彩钢瓦和隔热板
搭建，使用久了，“补丁”打“补
丁”，层层叠加。个头大的船屋，
由三条水泥船合并而成，并用简易
栈桥与岸上相连，最大的面积超过
100平方米。

船屋因此成了渔民的“家”。
之前，记者跟随渔政执法人员进去
检查，发现船屋被分隔成厨房、卧
室、卫生间等空间，铺设了地板，
里面灶具、空调、电视等设施一应
俱全。水、电是从岸上接过来的。
洪塘是江北区船屋最集中的区域，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老沈
说，有的渔民拥有不止一艘船屋，
还在岸边搭建了房子养鸡养鸭，环
境卫生堪忧。

尽管船屋功能齐全，但其安全
隐患也显而易见，不仅船屋结构安
全、消防安全无法保证，对姚江的
航运安全也带来威胁。现在，姚江
每日经过的货轮有二三十艘，大船
一过，带起的水浪将船屋拍得“啪
啪”作响。渔民老戴说：“碰到台
风天，我们都不敢住在船屋里。一
旦船翻了，可不得了。”

最让人头痛的是船屋的排污问
题。“每一艘船屋，就是一个污染

源。”黄章伟说，渔民吃喝拉撒睡
都在船上，抽水马桶直通江中，生
活废水、垃圾也随手倾倒在江里，
对姚江水环境着实影响不小。

多部门综合整治
船屋面临拆解

由船屋引出的这些问题，近年
来愈发受到市民关注。这些没有动
力的船屋该怎么定性？是渔船还是
水面障碍物？因为难以定性，也没
有适用的管理法规，很长一段时
间，船屋成为涉水涉渔部门一个管
理的难点。

姚江是宁波的“母亲河”，也
是水源保护地。船屋的存在，与姚
江 水 环 境 保 护 格 格 不 入 ， 这 个

“结”早晚要解。
今年 5 月，市治水办发布 《美

丽母亲河创建暨姚江水质提升攻坚
行动方案》，打响姚江“美丽攻坚

战”，不仅要全面清理拆除违规网
具、网箱，还首次将船屋纳入整治
清理范围。

“攻坚战”由市海洋与渔业部
门牵头，集合了水利、航管、综合
行政执法等部门以及姚江沿线的属
地政府。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经过无人机高空巡查与岸
上走访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执法部
门对每一艘船屋进行了摸底调查和
测量，将船屋面积、设施、装修、用
途、配套等基本信息记录在案，“一
船一档”，摸清底数。“未经许可，这
些船屋都是违规的。经过多部门会
商，最后确定，将船屋视作‘三无’船
舶进行处理。”该负责人说。

对于船屋的整治，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今年夏天，市海洋与
渔业局出台了 《关于推进姚江船屋
整治和长效监管机制建立的指导意
见》，决定对姚江上的船屋实施全
面清理。考虑到渔民的现实困难，

政府部门制订了相应的拆解安置补
助政策，属地部门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待拆解船屋开展价值补助评
估，一船一评，并公示评估结果，
最终确定补助方案。

截至上月中旬，姚江干流、支
流上的 114 艘船屋完成签约。渔民
们开始陆续拆除船屋内有价值的设
施，与船屋告别。

“水上人家”解散
姚江能否告别捕鱼

上月中旬起，海曙率先对辖区
的船屋实施拖离。随后，清理步伐
明显提速，目前该区已经全面完成
8艘船屋的清理工作。余姚的 49艘
船屋拖离上岸，到本月初已拆解30
艘。江北区也于本月中旬完成了大
部分船屋的清理工作。

在余姚河姆渡大桥下的拆解工
地，硕大的船屋被整个吊上岸，然

后被挖机砸碎。拆解公司负责人老
李说，拆解不好做，水泥船重量有
十几吨，砸成碎块后还能当塘渣填
埋，而上面的板棚等物基本无用，
只能当垃圾处理。这个拆解工作将
在 月 底 前 完 成 。 经 过 10 余 年 之
后，宁波的“水上人家”将彻底从
市民的视线中消失。

船屋拆解了，这些持证的渔
民依旧有在姚江捕鱼的权利。渔政
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规
定，渔民只能用小船来捕鱼，而且不
能设养殖围网。考虑到渔民作业的
需要，姚江沿线将设立几个渔船集
中停泊点，供渔民系泊小船使用。

这次，慈城渔民戴友法的两艘
船屋都要被拆解。“拆了也好，准
备搬到岸上去住。”与水上生活作
别，老戴不舍之余，内心还多了几
分欣喜。老戴现在一家社区当保
安，告别捕鱼作业已经好多年。

“毕竟捕鱼是件辛苦活，风里来雨
里去，挣不了几个钱，下一代对此
也没兴趣。”老戴说。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因为资源
的逐步萎缩，姚江沿线 150 户持证
渔民中，像老戴这样“洗脚上岸”从
事其他营生的渔民日渐增多。

借此次船屋清理的机会，属地
政府也鼓励有条件的渔民上岸，转
产转业。为保证姚江美丽容颜，在
船屋整治之后，管理部门还将对残
余的桩柱、毛竹、鱼簖和网具等废弃
物进行彻底清理。“重点是构建长效
管理机制。”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定期对姚江
干流区域进行无人机监察、水上联
合执法巡查，并督促涉江区（市）政
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实行网格化、
常态化巡查机制，确保姚江船屋不
反弹、不回潮。

渔舟唱晚的图景，正在日渐远
去。姚江孕育了两岸的文化，一直
以来，也是作为一个“大鱼池”而存
在的。但步入新时代，打造“百里生
态姚江”，对渔业生态环境治理提出
了更高要求。在此次围网、船屋完成
清理后，有关人士大胆提出：可否让
姚江彻底告别捕鱼历史？

渔业部门人士介绍，目前姚江
每年出产的鱼虾产量很少，在全市
淡水产品的供应量中“几乎可忽略
不计”，如果停止捕鱼，也不会影响
市民的“餐桌”。而一旦明确姚江不
准捕鱼，渔民尽数上岸，对于改善姚
江全流域生态、提升水质大有好处。

百余艘船屋江上“盘踞”10余载，如今被统一清理拆解——

姚江“水上人家”终将告别历史

▲船屋被吊上岸，实施拆解。 （余建文 曾钢 摄）
◥这艘待拆解的船屋体型庞大，搭了便桥与岸上相连。

（余建文 摄于江北洪塘西洪渡口）
▶等待拖离、拆解的船屋，内部设施已搬空。（余建文 摄于姚江江北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