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年 ，长 江 十 年 禁 渔

进入第五个年头。刚刚公布

实施长江禁渔时，“退捕渔民怎

么办”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

一。如今，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措施

到位了吗？渔民退捕后的生产生活

发 生 了 哪 些 变 化 ？ 十 年 禁 渔“ 下 半

程 ”，退 捕 渔 民 生 计 保 障 该 如 何 持 续

强化？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通过发展产业、务

工就业、支持创业、公益岗位等，促进退捕渔

民转产就业，实现退捕渔民就业帮扶和社会保

障全覆盖。记者走访江西、安徽等地发现，有人

通过学习新型生态养殖技术，办起了螃蟹标准化

养殖基地；有人办起了纸制品加工厂，带动几十名

村民灵活就业；还有人成为江豚巡护员，找到了自

己热爱的事业⋯⋯

兜牢民生底

退捕上岸，看似只是从船上搬进楼房，但渔民们需要

适应的远不止居住条件，更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环

境。退捕渔民上岸后，退出的是旧身份，走进的是新

生活。

“以前在船上，风里来雨里去，收入全靠运气。”在安

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一处养殖塘边，52 岁的退捕渔民马

五一正在与当地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刘小达交流。他的

妻子在一旁点头，“上岸后，生活更方便了”。不远处崭新

的安置房楼群中，有他们现在的家。

对老一辈渔民来说，在长江上漂泊半生，没有稳定的

社保，最担忧的莫过于今后的生活保障。为此，各级政府

推动养老保险全覆盖，确保退捕渔民“老有所依”。“以前

渔民全家挤在渔船上，老人养老、小孩上学都是难题。”刘

小达说，“现在对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政府都给买了养

老保险，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全方位的民生改善，让退捕

渔民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劳有所得”的安居

梦想。

截 至 2024 年 ，长 江 流 域 禁 捕 退 捕 工 作 已 基 本 完

成 ，动 态 实 现 全 部 退 捕 渔 民 各 项 保 障 政 策 措 施 全 覆

盖。沿江 10 省（市）共有退捕渔民 23.1 万人，其中 14.5

万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已全部实现转产就业，22 万人

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其中 5.8 万多人已开始领取养老

金。通过“大数据比对+铁脚板摸排”，民政部门将 1.2

万 名 生 活 困 难 的 退 捕 渔 民 纳 入 低 保 救 助 范 围 ，实 现

“应救尽救”。

以安徽铜陵市“一对一”结对帮联工作机制为例。

242 名镇村干部与 592 户退捕渔民结成对子，5 年来累计

解决就业、创业、医疗等实际问题 2336 个。截至目前，铜

陵市累计投入补助资金近亿元，全市退捕渔民转产就业

率和参保率动态保持 100%。

除了经济补偿和社保兜底，各地还积极探索多元

化帮扶措施。在湖南省益阳市，洞庭湖湖心岛的渔民

被集中安置在“渔民新村”，政府特意保留原有的邻里

关系，让“船上的邻居”上岸后依然做邻居。贵州结合

脱贫攻坚、水库移民、生态搬迁等政策，对渔民的住房

安 置 、子 女 教 育 以 及 养 老 等 方 面 问 题 都 作 出 了 妥 善

安排。

为继续巩固安置保障成果，下一步，沿江各地将重点

跟踪就业转失业、低收入以及可能返贫致贫的渔民，优化

帮扶措施，加强跟踪监测，及时将其纳入防止返贫致贫监

测帮扶机制和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帮扶机制，针对性开

展救助帮扶和就业援助，确保退捕渔民生产生活得到合

理保障。

拓宽就业路

对很多退捕渔民来说，“上岸后能干什么”是迫切

要解决的问题。在帮扶过程中，各地注重建立长效机

制，在发放一次性补贴的同时，持续投入养老保险和

技术培训，确保渔民长期受益，真正实现从“输血”

到“造血”的转变。从最初的迷茫不安，到如今积

极投身各种产业，越来越多退捕渔民找到了人生

的新舞台。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57 岁的退捕渔民毛

国启驾着巡护艇，缓缓驶过他曾经撒过网、捕

过鱼的水域，专注地寻找跃出水面的江豚。

他 和 队 友 每 天 早 上 8 点 出 发 ，经 常 要 到 下

午 4 点多才能结束巡护工作。“我很热爱

江 豚 保 护 这 项 工 作 ！”从 小 在 鄱 阳 湖 边

长 大 的 毛 国 启 ，对 这 片 湖 水 有 着 深 厚

的 感 情 ，退 捕 后 他 选 择 留 下 ，守 护 这

里的江豚。

许多渔民和毛国启一样，完成

了从捕鱼到护鱼的转变。如今，各

地由退捕渔民组成的志愿者巡

护队已成为江豚保护的骨干力

量。他们熟悉水情、了解鱼

类习性，在禁渔执法和生态

监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铜 陵 市 义 安

区 胥 坝 乡 村 民 马

明 锁 2020 年 退 捕

转产后，当起了护

渔 员 。“ 巡 护 工 作

非常辛苦，可看着

长 江 的 生 态 越 来

越好，我打心底里

高 兴 。”四 川 省 泸

州 市 共 组 建 渔 政

巡 护 队 伍 10 支 ，

巡 护 人 员 155 人 ，

落 实 了 巡 护 队 员

工资待遇、意外保

险 、养 老 保 险 和

医 疗 保 险 等 保

障 ，确 保 退 捕 渔

民 参 加 巡 护 队 总

体 收 入 与 退 捕 前

基本持平。

退 捕 渔 民 上

岸后，有了更多职

业 选 择 。 当 涂 县

是 安 徽 省 退 捕 渔

民 安 置 的 典 型 地

区，“捕转养”成为

主 流 。 当 地 政 府

结 合 水 产 养 殖 优

势，引导渔民转型发展稻渔综合种养、休闲渔业等产

业，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渔民提供技术指导。“我

们每年组织两次至三次技术培训，手把手教他们养殖

技术。”当涂县湖阳镇西湖社区党支部书记沈雪保介

绍，“从水质管理到病害防治，确保渔民们真正掌握新

技能。”

作为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42 岁的张帅用退捕政策资金作为创业启动金，走上了

螃 蟹 标 准 化 养 殖 的 道 路 ，目 前 养 殖 规 模 达 到 200 多

亩。“政策好，自己也得努力。”张帅的这句话道出了成

功 转 型 的 关 键 。 在 地 方 政 府 牵 线 高 校 提 供 的 技 术 指

导下，他不断学习养殖技术，去年基地大闸蟹产量近 5

万 斤 。 他 还 为 其 他 退 捕 渔 民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和 技 术 培

训，今年已有两位渔民在他的基地学习，准备开办自

己的小养殖场。

马五一的养殖场就在当涂县湖阳镇长江流域退捕

渔民“捕转养”水产养殖基地中，许多邻居跟他一样，都

是退捕渔民。如今，当地累计建成“捕转养”产业面积

13833 亩，吸纳了 519 名退捕渔民转产就业。记者采访

了解到，很多地方渔民退捕后，从事养鱼、卖鱼、做鱼等

工作，还有很多人合伙成立了合作社，从事水上运输相

关工作。

还有一些渔民彻底离开了他们熟悉的水域，尝试进

入新的领域。在鄱阳县莲湖乡毛家村，45 岁的退捕渔民

毛永红开办了一家纸制品加工厂，为几十位退捕渔民提

供灵活就业机会，每人月收入可增加 2000 元左右。“有些

人要照顾家里，不方便外出打工。我这里工作时间比较

灵活，可以把原材料带回家加工，所以很多渔民有空闲就

会过来赚些生活费。”毛永红说。

记者调研发现，部分退捕渔民在转产就业过程中，还

面临技能不足、就业渠道有限等问题。对此，各地各部门

根据渔民各类情况，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转产安置方案，拓

宽退捕渔民的就业渠道。

当涂县在就业和社会保障大厅开设“退捕渔民就业

窗口”，为退捕渔民提供就业推荐、职业介绍、创业培训等

“一站式”就业服务。

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渔民零工市场目前已开展

企业、零工招聘会 48 场，输送零工服务 3 万余人次。在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一家劳动密集型食品企

业吸纳了 100 多名退捕渔民就业。

转型起好步

禁渔并非终点，而是区域产业转型的新起点。长江十

年禁渔如今已行程过半，生态修复成效显著，生物多样性

持续改善。围绕禁渔政策，各地正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

业基础和发展潜力，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加快形成特色鲜

明、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的转化。

“我们计划在水产养殖大镇——湖阳镇率先试点数

字渔业技术。”刘小达介绍，当涂县正在推进一个为期

3 年的现代渔业发展项目。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改造、智

能养殖系统建设等，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重塑

传统养殖模式，实现渔业养殖全流程智能化管控，将显著

提升养殖效率和产品品质。

禁渔带来的生态环境变化也催生了新业态。鄱阳县

白沙洲乡和莲湖乡两所渔民驿站，是江西省首批长江大

保护渔民驿站。其主要功能是传承展示渔业文化，帮助

渔民转产就业。驿站针对渔民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的

特点，提供就业创业信息，并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在驿站帮助下，许多渔民端起了生态观光游的“饭碗”，范

冬才就是其中典型代表。退捕后，他在当地政府引导下

开办了渔家农庄，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如今他的农庄不

仅经营餐饮住宿，还成为退捕渔民就业信息交流的平台，

带动其他渔民月增收 3000 元以上。

在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迁地保护基地所在

的和悦洲旁，有一座千年历史的大通古镇。“禁渔以来，江

豚频繁出现在大通古镇附近的长江水域，吸引了很多游

客前来观赏。”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

室负责人陈燃介绍。当地围绕“长江古驿 江豚小镇”主

题，优化旅游规划，启动古镇建筑修复工程等项目。在旅

游开发中，从景区标识到文创产品，从研学课程到民俗活

动，江豚都成为重要主题。2024 年，大通古镇累计接待

国内外游客 9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

下一步，随着禁渔政策深入推进，各地还将加快科技

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提升

产业发展韧性，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促进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

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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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捕 渔 民 开 启 新 生 活退 捕 渔 民 开 启 新 生 活
本报记者 李秋旸 刘 兴

长江十年禁渔，影响最直接的是

沿岸的渔民。渔民退捕上岸后，从生

产到生活，都面临着巨大变化。如何

帮助他们在岸上安家，找到新的工作，

适应新的生活？这些都需要各地各部

门合理统筹规划、加强指导帮扶、妥善

予以安置，确保退捕渔民过上安居乐

业的幸福生活，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目前，长江重点水域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措施

基本落实到位，但也要看到，仍有部分渔民因年龄

大、学历低、技能单一等原因，就业暂时遇到困难；

部分渔民再就业能力较弱，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

临时性岗位，抗风险能力不足；有的渔民较退捕前

收入有所降低，就业稳定性不强，一旦遇到突发情

况容易再次失业。如何让渔民们从退得出到稳得

住、能致富，巩固安置保障工作成果，是必须回答

好的命题。

不同地区因为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

的差异，退捕安置工作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工

业产业较发达地区，对于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的压

力较小，可安置的岗位也较多。但在总体经济欠

发达地区，安置工作就要想更多办法，需要更精

准的帮扶措施。要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对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者，应完善低保等兜底政策；

对有部分劳动能力者，可开发更多元的公益性岗

位；对有意愿学习者，需要提供定制化和针对性

的培训。

各地各部门要继续重点跟踪就业转失业、

低收入以及可能返贫致贫的退捕渔民，及时将

其纳入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和低收入人

口动态监测帮扶机制，确保他们的生产生活得

到合理保障。精准识别困难退捕渔民家庭，根

据劳动能力、就业意愿等维度分类施策，进一步

拓宽就业渠道。

在“春风行动”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中，

要因地制宜设立退捕渔民招聘专区，发布适合退

捕渔民技能专长的岗位信息，提供政策咨询、职业

指导、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推动各地发展设施

渔业等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就业渠道，促进退捕渔

民就地就近就业；指导强化涉农创业政策解读宣

传，开展农创微课堂线上创业培训，引导退捕渔民

创业致富。

依靠政策可以解决上岸问题，但长远发展必

须依靠内生动力。各地退捕渔民转产就业的成功

案例揭示了一个共性规律：当渔民能够将传统渔

业技能转化为新业态的竞争优势时，他们的积极

性最高，可持续性最强。正如退捕渔民张帅说的，

“政策好，自己也得努力”。

确 保 稳 得 住 能 致 富
李秋旸

“上岸”后的渔民徐保

安（前右）在湖北省洪湖市

一家鞋业公司加工车间内

工作。 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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