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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市公
安局水上大队以及环保志愿者们
的共同努力，近年来，相比从前的
猖獗，非法电鱼现象有所减少，而
且在某个特殊的短暂时期，还会
出现电捕鱼现象一度销声匿迹的
情况。最近，便有居民给蔡勇发
来信息：“现在资江河里电鱼的现
象几乎看不到了，希望你们渔政
工作人员能再接再厉，彻底杜绝
电鱼现象。”

“资江是属于所有邵阳人的母
亲河，保护它所蕴藏的丰富鱼类资
源，是每个邵阳人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带着弟弟在资江边游玩的小
姑娘周晴晴说。

这几年来，经常会有来自各地
和各界的环保志愿者在资江南路
一带开展保护资江母亲河的宣传，
其中一名志愿者每逢风和日丽，就
会通过书法作品等形式，劝诫人们
珍爱资江，呵护自然。

“保护资江的生态平衡，需要
各级政府部门引起重视，特别是是
乡镇和街道一级，要一家一户地去
进行摸底和宣传。让广大的人民
群众形成良好的生态意识，共同参
与到抵制电捕鱼的行动中来。”蔡
勇建议。

滔滔资江掉头北去。资江
的纯净与安宁需要邵阳人民共
同守卫。

打击电捕鱼需全民参与

母亲河：期待电鱼现象销声匿迹
记者 袁光宇 实习生 郭盈 张佳伟

资江是邵阳的母亲河。据专家介
绍，上个世纪 70 年代，资江河中生存
着110多种鱼类，但随着非法捕捞的泛
滥，资江河中的鱼种在逐年减少。据
渔业部门初步统计，目前约有100种，
其中还包括一些不想认可却现实存在
的外来水生动物，如鳄龟、巴西龟等。

可是面对如此现实，仍有一些人
置母亲河的伤痛于不顾，继续进行非
法捕捞，其中对资江伤害最大的非法
捕捞行为，是对资江河的鱼类进行电
击捕捞，致使资江鱼类繁殖能力下降，
少数本土鱼种惨遭捕杀或濒临灭绝。

一艘用柴油机提供动力的渔船，一个
小电瓶，两根长竹竿，就这三样东西便可进
入资江捕鱼，电捕鱼的成本确实不算高。
但小小的捕鱼船却对他们主人的自身生命
安全造成了威胁，同时也破坏了资江的生
态平衡。

“2015 年，在新邵县严塘镇发生过一
起麻鱼机将主人电成伤残的事件。”一名知
情人介绍。

用电捕鱼时，捕鱼人往往不分鱼的种
类和大小“照单全收”，这样容易造成许多
珍贵鱼种数量减少，还会对生长在水里的
螺蛳、蚌壳、小蝌蚪等造成毁灭性破坏。“翘
嘴鲌和红眼睛是两种喜欢在河水表层生活
的鱼类，现在我们很少捕到翘嘴鲌了，红眼
睛也比以前少了许多。”北塔区资园社区一
名传统渔民反映。

“麻鱼机释放的瞬间电量可以电倒一
头壮牛，小鱼一般当时就会被电死，被电晕
后的大鱼如果侥幸生存下来，其性腺也已
受到损害，大多会丧失繁殖能力。而被电
死的鱼如若未及时打捞上来，将会在水中
腐烂，污染水质，影响到鱼类的生长环境，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一位痛恨麻鱼现象的
市民李先生说。

电捕鱼破坏自然生态

“鱼类让水质变好，水质好了，鱼类
也就多了。”常年在资江南路北门口卖
河鱼的黄大姐说，“鱼水情深，鱼儿离不
开水，水也离不开鱼。我从来不准我老
公使用电捕鱼，只允许他使用传统的网
捕办法，而且网眼进行了控制，一般不
捕小于一个指头的鱼。这样虽然收获
少些，但细水长流。”

要想让鱼水共生，就必须二者兼
顾，既保护水域环境，又养护鱼类资
源。为达成这一生态平衡目标，从
2004 年开始，市政府有关部门每年都
会向资江投放几千万尾鱼苗。截至目
前，已共投入资金 3000 多万元。“资江
现有鱼类包括草鱼、鲢鱼、鲫鱼、鳡鱼、
黄鸭叫、黄鳝、泥鳅、河蟹等百来种。”
市畜牧水产局渔政科科长蔡勇介绍，

“但一些珍贵鱼类还是难以恢复到从
前。尤其以前盛产的甲鱼、河鳖，越来

越少见。”
市民普遍认为，捕鱼本身没什么

不对，鲜美的河鱼可以丰富大家的餐
桌，但是必须要做到依法捕捞。家住
资江南路附近的杨成祥老人说：“这
两年电鱼现象与前几年相比，少了一
些，不过还是时断时续。我们邵阳现
在已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正在向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努力。电鱼现象
是极不文明的行为，因此希望政府有
关部门能加大执法力度，做到 24 小时
监督巡逻，彻底消灭城区资江河段电
捕现象。”

北塔区人大代表姚志刚则提出，
打击非法电捕需要海事部门的参与。

“邵阳市海事局在每个渡口都安装有监
控设备，把这些监控有效利用起来，在
监控水上安全的同时，还监控非法捕捞
行为。”姚志刚说。

电捕鱼事关城市形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和《湖南省渔业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电捕鱼现象一经抓获，将没收其
渔获物和非法渔具，并处以相应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渔权并
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然而事实上，打击电捕鱼现象
虽然有法可依，但实际执行起来时，
惩治难度很大。

市畜牧水产局渔政科科长蔡勇
说：“电鱼者的作案时间不会很长，
在资江河里电完鱼就跑了。他们往
往同执法人员打游击战，一旦得到
相关巡逻信息就会立即逃脱，甚至
还有专人为其打掩护，帮助电鱼人
逃脱。”

蔡勇已在渔政部门从事管理工
作 20 多年。每年资江的鱼苗投放
一结束，渔政科工作人员会在资江
两岸实行 24 小时值班，人手不够
时，还会从局里抽调人手过来巡
逻。在平时，他们也会不定期地巡
逻和蹲守，可即便如此，还是很难杜
绝电鱼现象的发生。

从2014年开始，市畜牧水产局
渔政科开始和市公安局水上大队合
作，共同监督并管理资江河段违反
渔业法规进行捕鱼的现象。如遇到
暴力抵抗的电鱼者，水上大队会加
派干警，及时赶到现场，同渔政工作
人员共同执法。

市公安局水上大队大队长杨武
银透露：“近几年对电捕鱼的惩治力
度大了许多，但还是不够彻底。我们
往往是晚上接到举报，然后去蹲守并
暗访，对其予以批评教育，再由渔政
科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相应惩罚。”

北塔区状元社区一名环保志愿
者刘先生透露：“近两年来，专业电捕
鱼者越来越少，但视电捕鱼为消遣和
娱乐的人却越来越多。他们往往兴
之所至，即驾船捕鱼，有的是皮划艇，
有的是小扁舟。往往有所收获即扬
长而去，让执法人员防不胜防。”

电捕鱼执法亟待加强

环保志愿者经常在资江南路一环保志愿者经常在资江南路一
带开展保护母亲河宣传带开展保护母亲河宣传。。

疑似电捕的渔船。
资江南路北门口一带的河鱼市场资江南路北门口一带的河鱼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