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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禁捕大刀阔斧 今后一“刀”难求

长江刀鱼!未来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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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年 !月 "#日，长江水域生态
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在上海海洋大学
揭牌成立。中心由农业农村部长江
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和上海海
洋大学共建，凝聚了国内外高层次
专业力量和各类资源，多学科交叉
研究长江大保护需求下的长江水生
生物资源养护，为长江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智力支撑。

中心副主任唐议教授介绍，那
时起，中心研究人员就开始了对长
江刀鱼、凤尾鱼、河蟹等专项许可
捕捞渔业的调研。“刀鱼资源已经
严重衰退，洄游范围也缩小到长江
安徽省江段以下。如果现在还不痛
下决心禁捕，任其发展下去，再过
几年真的会出现长江再无刀鱼可
捕的地步。”
中心研究人员在实地走访中发

现：近年来，随着长江刀鱼数量锐
减，不少渔民已经转行，“有证无捕”
“有证不捕”的渔船不在少数。“根
据我们的调查，多数捕捞长江刀鱼
的渔民只是兼业，过去几年每艘捕
捞刀鱼的渔船单船年收益为 $%万
元&"% 万元。因此我们判断，实施
禁捕不会对区域经济社会带来太大
影响。”
在研究中心的努力下，一份份

数据详实、结论明确的报告递交到
农业农村部。

长江刀鱼资源的严重下降，加
上社会的推波助澜，刀鱼市场价格
一路攀升，"%$'年已经达到平均每
公斤 (%%%多元，一般社会公众已经无力消费。
“这已经严重偏离了传统的刀鱼饮食文化，成
为一种畸形消费了。”唐议对此很是痛心。
此次禁捕，正是为了让刀鱼资源丰富起

来。在唐议看来，禁捕是为了恢复资源，若干
年后，资源供应量多了，重新开捕后的价格
或许不会像现在那样高不可攀。刀鱼的饮食
文化方可重回历史原貌，刀鱼也能再“游”回百
姓餐桌。 本报记者 郜阳

! 人工繁殖的刀鱼 本版图片 !"

! ! ! !每到春季，“长江第一鲜”总会勾起食
客的味蕾，刀鱼黄金般的身价也总成为热
议的话题。不过今年起，长江刀鱼将告别餐
桌———农业农村部发布通告称，自 "%$)年
"月 $日起，停止发放刀鲚（长江刀鱼）、凤
鲚（凤尾鱼）、中华绒螯蟹（河蟹）专项捕捞
许可证，禁止上述三种天然资源的生产性
捕捞。并表示未来上述资源的利用，根据资
源状况另行规定。

禁捕后，得到“休养生息”的刀鱼还能
再游回大众视线吗？

刀鱼之困

刀鱼每年 " 至 ! 月份由海入江，逆流
而上，在淡水中产卵。捕捞江刀最佳季节
为清明节前后，素有“清明节前骨如酥，
清明节后骨如铁”之说，它也与河豚、鲥鱼
并称“长江三鲜”。刀鱼有洄游和不洄游两
种生态型，“蜗居”在淡水湖泊的刀鱼被称
为湖刀、受多种因素影响，到近海便不再
洄游或被捕捞的，称为海刀，而洄游到江
中产卵的刀鱼，就是此次禁捕的“主人公”：
江刀。

长江刀鱼的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
了断崖式骤降，这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
'%年代年总产量约为 !)%%吨。到了 "%$'

年仅有 *%余吨，日均单船产量只有 $+(公
斤。渔汛缩短到只有三五天，捕上来的刀鱼
也越来越小。”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
律学院院长唐议教授介绍。
是什么让刀鱼成为“稀缺品”？“刀鱼活

动范围很大，而现在长江很多支流都被堤
坝阻隔。以往刀鱼喜爱的湿地如今也变成
了码头。”该校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教授
解释道，“刀鱼嗅觉很灵敏，会靠嗅觉找到
相对固定的地方产卵，而水质变差后，它们
找不到了。”除了物理环境和水质，不科学
的捕捞恶化了刀鱼的生存环境，造成种群
衰退。

涵养长江

由于工程建设、水质污染、挖泥挖沙及
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长江渔业资源已经
全面告急。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这“四大

家鱼”的资源量也急剧下降，其中
尤以青鱼为甚。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

据印证了这一点：“四大家鱼”早期资源
量比上世纪 #%年代减少了 )%,以上。近年
来，长江渔业资源年均捕捞产量不足 $%万
吨，仅占我国水产品总产量的 %+$(,。
“没有天然的水流刺激，‘四大家鱼’很

难性成熟。多地也尝试了水文调剂，但效果
欠佳。不过好在它们的人工繁殖都很成
功。”唐文乔说。

长江的生态危机也引起了关注和重
视———"%%"年起，农业部开始在长江中下
游试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禁渔。"%%!年，长
江禁渔期制度全面实施，共涉及长江流域
$%个省（区、市），#$%%多公里江段。在为期
!个月的禁渔期间对凤鲚、刀鲚实行专项捕
捞许可管理。"%$(年 $"月，农业部发布通
告调整长江流域禁渔期制度，扩大了禁渔
范围，同时延长禁渔时间至 -个月。去年 $%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
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到 "%"%

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使水
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趋
势基本遏制。

一场保护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库的“攻
坚战”，正有序推进……

狂欢过后

“今年是刀鱼捕捞的最后一年。”这个
说法已经持续了很久，前几年的刀鱼捕
捞，也都像“最后的狂欢”。现在，终于变成
了现实。

早在 "%%"年，国家对长江刀鱼实行了
专项管理，根据资源和生产情况限额发放
专项捕捞许可证。此后，许可证发放数量逐
年压缩。去年，上海实际发放刀鲚（捕捞）证
$$(张，低于发放上限。在唐议看来，国家对
刀鱼渔业管理的政策趋向是如一的，这次
的禁捕令并不是突然之举，而是以往政策
的延续。

上海市农委水产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自 "%%(年开始，就将崇明地区的
渔民纳入城镇保障，为其解决养老的后顾
之忧。渔村所属乡镇，也对渔民再就业开展
岗位培训，并予以优先用工。“我们很注重
对渔民的政策引导，让渔民从心理上尽早
接受。”

本月 $$日，农业农村部发文指出，要
积极稳妥引导退捕渔民转岗就业创业，有
效保障就业困难渔民基本生计，确保渔民
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

"%$' 年以来，市农委水产办对上海
$#(艘长江渔船、$"*" 个渔户情况开展摸
底调查，研究拟定了长江渔船全面退捕并

减船拆解的政策实施路线。目前，已有 $*)

条渔船签约拆解，预计到 "月底拆解工作
结束。“大部分渔民都有心理准备，也很支
持我们的工作。”负责人表示，“渔民也看到
效益越来越低了。”

长江禁捕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是
一套组合拳！近年来，市农委水产办以清理
取缔涉渔“三无”船舶、违规渔具为执法重
点，联合海警、海事、长航公安、航道管理局
等部门，保持长江执法的高压严管态势。去
年组织开展了三次大规模长江口水上联合
执法行动，为此次全面禁渔奠定了基础。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起，市农委水产办会
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退捕后的管控工
作，落实长江禁渔期的渔政管理措施，持续
加强对破坏水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整
治。本月水产办就会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同
时在长江口、近海等水域设立 !)个资源监
测点，持续做好长江口水域鳗苗、刀鱼、凤
尾鱼、冬蟹等重要渔业资源的监测工作。

等你回归

“物理环境恐怕很难改变了。堤坝的修
筑也有防汛的需要。但至少减少污水排放，
这应该不难。”唐文乔说。

据介绍，刀鱼的繁殖期最少为两年，以
三年居多。在唐文乔看来，光从捕捞角度判
断，至少需要经过三代，刀鱼数量或许可以
有所恢复，也就是至少五六年。
“"%$)年开始停止发放刀鲚专项捕捞

许可证，并不是说永久关闭长江刀鲚渔
业。”唐议告诉记者，“根据我们的资源评估
模型估算，全面停止刀鲚捕捞后，如果管理
奏效，可能在 (年或 #&$%年后，刀鲚资源
能够恢复到可以重新利用的水平。”因此，
目前痛下决心停止发放专项捕捞许可证，
正是为了刀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

同为“长江三鲜”之一的河豚，如今已
实现人工养殖，那人工养殖刀鱼前景如何？
唐文乔介绍，目前上海已能够成功繁殖，但
规模不大，成本也居高不下。“味道不是很
好，也不是很肥美。养殖难点在于饵料和水
的更换，刀鱼洄游要经历从海水到淡水的
过程。”唐文乔说，“人工养殖的目的无外乎
食用和放流。就食用而言，目前几乎没有效
益。而从放流角度，刀鱼很娇气，一更换水
体成活率极低。”

该校食品学院水产品保藏与加工工程
系主任陈舜胜教授也表示，刀鱼在觅食过
程中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食物，而人工养
殖无法给它提供这些营养，它的运动量也
会减少，变得和大黄鱼一样只长肉。“无法
洄游会导致刀鱼生活条件和食性的改变，
最终肉质也会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