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管齐下
打赢长江禁渔“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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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介。

推进长江禁渔工作既需要重拳
出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
击各种违法捕捞行为，更需要创新
举措，探索建立长江禁渔长效管理
机制，确保长江太仓段禁渔工作实
效。自2020年率先实行长江全面
禁捕以来，我市按照上级决策部署，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面完成了“四
清四无”工作目标。为进一步巩固
禁渔成效，市农业农村局将禁渔重
点由专项打击逐步向常态管理方面
转移，积极探索建立“3×3”长江禁
渔长效管理机制，确保长江“十年
禁渔”落到实处。

建立水、陆、空三路并行巡查
网络。按照上级工作要求，紧扣“十
年禁渔”目标任务，将禁渔战线由紧
盯水上转向水陆空一体化巡查。织
密水上“防护网”。高频次开展长江
禁渔水上巡查，全面肃清“三无船
舶”。加大跨区渔船查处力度，构建
非法捕捞及跨区航行真空水域。全
面清理江滩废弃网具、残留浮漂、定
置竹竿，还长江以原貌。

筑牢岸上“防火墙”。采用
“5+2”“白+黑”等方式开展岸上
巡查，摒弃传统工作时间限制，将
巡查重点由工作日转为节假日，由

8小时转为早中晚特定时间，尽一
切努力与违法垂钓者“打照面”。
同时与公安机关密切沟通，在沿江
重点路口设立人脸识别系统，有违
法捕捞行为前科的人员一旦再次进
入江堤范围内，立即派专人实行定
点关注。点亮空中“千里眼”。建成
覆盖全市长江岸线的高空视频监控
网络，24小时对长江沿岸的非法捕
捞及垂钓行为进行监控，增加违法
行为取证手段，提高无死角巡防能
力。通过水上查，岸上堵，空中盯立
体式布防，彻底消除隐患和盲区。

建立市、镇、村三级联动组织
架构。立足长效管理，强化执法队
伍建设，落实渔政新上岗执法人员
及镇、村两级护渔员的培训工作。
市级层面，选拔优秀且经验丰富的
执法人员加入渔政执法队伍，积极
开展业务培训。及时与沿江各乡镇
分别召开联席会议，介绍禁渔背
景，明确工作责任，布置目标任
务，指导工作方法。镇级层面，指
定专人专岗负责长江禁渔工作，积
极做好与市级部门的对接，汇总镇
级信息，记录禁渔巡查台账。村级
层面，落实网格员24小时巡查制
度，及时发现违法行为进行上报。

通过建立市、镇、村三级联动组织
架构，在接到举报等突发情况应急
处置方面达到“233”目标，即村
级网格员20分钟内到达现场，镇
级执法人员、市级执法人员30分
钟内到达现场。

建立捕、贩、销三方共抓执法
体系。为确保执法工作成效，坚持

“水上严防死守、市场严查重处、
餐馆严阵以待”多管齐下。积极对
接公安、市场等部门，制定了禁捕
执法长效管理机制和有奖举报奖励
办法，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各板块
的禁捕职责。在市禁捕领导小组的
统一指导下多次组织开展长江巡
查、市场巡查等联合执法行动，走
访农贸市场、商超、餐饮场所以及
沿江岸线等地查验禁捕成果。积极
对接长航公安、属地公安，商讨执
法基地建设方案，尽快实现三方人
员合署办公。各部门对违法犯罪线
索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共享、及时
配合、及时查处，不满足于就事论
事，不局限于到此为止，强调顺藤
摸瓜、以点扯面，注重全链条、上
下游打击，坚决铲断非法捕捞利益
链条，坚决铲除非法捕捞滋生土
壤。

今年是实施长江十年禁渔

的开局之年，也是落实《长江保

护法》的首战之年，长江禁捕退

捕工作重心已由全面退捕向全

面禁捕阶段转变。今年以来，我

市以持续的高压举措，全面推进

各项长江禁捕工作，确保“十年

禁渔”令行禁止、落到实处。

2月3日-5日，市农业农村局渔政
监督大队与张家港、常熟市渔政部门共
同开展了长江干流苏州段联合执法行
动；

2月24日-26日，市公安局、长航
公安、市渔政监督大队与上海市崇明区
相关部门，开展了打击长江非法捕捞暨

“利剑2号”联合执法行动，重点对白
茆口附近、太仓与崇明两地交界水域等
地进行执法巡航，消除执法盲区和死
角；

3月16日-17日，市检察院、公安
局、长航公安、市渔政监督大队联合开
展了太仓市打击刀鲚非法捕捞“利刃1
号”专项执法行动，对长江刀鲚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太仓段进行了巡
查……

今年是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的开局之
年，也是落实《长江保护法》的首战之
年，长江禁捕退捕工作重心已由全面退
捕向全面禁捕阶段转变。今年以来，我
市针对禁捕工作的新要求，全面贯彻上
级决策部署，以持续的高压举措，认真
抓好各项长江禁捕任务，确保“十年禁
渔”令行禁止、落到实处。

市农业农村局渔政监督大队与长航
公安、长江海事、邻市（区）渔政部门
建立长江打击非法捕捞联动机制，渔政
执法船艇开展常态化长江巡航，形成打
击水上偷捕的高压态势。市市场监管局
组织专项行动，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进行全覆盖检查，严禁非法捕捞
渔获物入市销售；对经营范围或名称中
含有“野生”“江鲜”等字样的商超、
餐饮服务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严禁采
购、加工、经营、利用非法捕捞渔获
物；对以“野生长江鱼”“野生江鲜”
等为噱头进行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
者等违法行为，从严从快依法予以查
处。

据统计，今年以来，我市相关执法
部门重拳出击，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075 人次，发放禁捕宣传单 1700 余
份，查处各类非法案件50起，其中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2人，禁渔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持 续 高 压

确保长江“十年禁渔”见实效

创 新 举 措

探索长江禁渔长效管理机制

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
捕，让长江休养生息，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作为苏州沿江县市之一，我
市长江退捕工作启动早、行动快，早在
2013年底，全市54户长江专业渔民
全部获补偿、安置，这为长江“十年禁
渔”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后，我市将
进一步形成高位推动、上下齐抓、部
门联动、体系完整的十年禁捕工作新
格局。不断完善禁捕长效管理机制，
强化值班值守、强化执法建设、强化
跨区联动，让宣传更有阵势、巡防更
有效果，执法更有力度，以“十年磨一
剑”的态度，打赢禁渔持久战！

具体地说，市农业农村局将以
继续抓紧抓实目标任务，确保禁捕
工作走在全省全苏州前列。

据介绍，市农业农村局继续担
负好长江禁捕退捕办公室职责。协
调配合相关部门对审计中反映的问
题做好后续整改落实，切实完成对
上级的总结、汇报和争取工作。认
真落实中央、省、苏州禁渔政策文
件，制定出台符合太仓实际的禁渔
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值班值守制
度。落实渔政、护渔员24小时值班
制度，将重点人员、重点水域纳入监
管范围，构建水域立体化防控网

络。进一步强化执法能力建设。抓
紧渔政执法人员到岗到位，抓紧执
法装备投入使用，抓紧对新配备的
镇村两级执法人员和护渔员进行上
岗培训，抓紧出台禁捕绩效考核制
度。进一步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联合
执法机制。做好常态化巡航，加强
与公安、海事、长航等部门的执法联
动，形成执法监管合力，全面禁止沿
江垂钓行为。畅通上下游、对岸协
同管理机制，加强与上海、南通等地
渔政部门的执法联动，构建纵向到
边、横向到底、水陆结合、区域协同
的禁捕执法新格局。

再 接 再 厉

打赢长江“十年禁渔”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刘志婷）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动水土保
持区域评估工作，扩大水土保持“放管服”覆盖面，以提
供简约便捷的公共服务为目标，简化审批手续，强化事
中事后监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日前，我市组织召开
专家审查会，对《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水土保持
评估报告》进行审核。

与会专家和代表听取了报告编制单位关于《太仓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水土保持评估报告》的汇报，分别
发表意见，经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报告》基础资料较详
实，评价依据及技术路线正确，区域评估报告基本满足
相关技术标准和文件的规定，同意通过技术评审，修改
完善后按程序报批。

该报告获批后，水土保持工作会产生什么变化呢？
对已通过区域水土保持评估报告审查的区域，在满足水
土保持区域评估要求并符合其他相关部门规划等要求
的基础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程序可以适
当简化，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可简化
为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对不符合区域水土保持
评估和相关规划要求的，仍应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报告的获批将有效推动我市强化水土监管，切实提
高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行政审批效率。

为企业减负
港区区域水土保持评估报告

通过专家审查

本报讯（记者 李华）4月28日，第三届月季主题展将
在市现代农业园区——恩钿月季公园开幕。展会期间，
那里汇聚了上百个月季作品供市民、游客观赏，数十家
参展商出席此次展会。

据介绍，我市第三届月季主题展举办日期为4月28
日-5月9日。此次主题展由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资产经
营集团联合主办，旨在展现月季的独特魅力和传递月季
的人文之美，让广大市民游客赏花游园。

月季作为我市的市花，一直备受广大市民关注与喜
爱。每年4月底5月初，市现代农业园区的恩钿月季公
园内，各色名贵月季相继绽放，让这里成为苏州地区最
佳月季观赏地之一。届时，主办方不仅将精心筹备一系
列的娱乐休闲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参与进来，还会邀
请一批月季协会专家，参与到本次月季展览的评选活动
中。

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
万丰村出新招获实效

本报讯（记者 李华）多用宅基交费，庭院整洁有
奖……近两年，万丰村创新举措，探索出了宅基地有偿
使用的做法，取得了明显成效，不仅进一步规范了村庄
规划建设管理，优化了村庄环境，更为我市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在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宅基地有偿
使用制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近年来，万丰村村民农房翻建需求不断增加。为了
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矛盾、规范农村宅基地使用，结合农
房翻建和美丽乡村建设要求，万丰村开展了全域土地整
理清查工作，摸清了每家农户名下的承包地、宅基地、自
留地等全部土地面积，并厘清了各农户间的土地邻里关
系和方位，做到账实相符，为土地的高效管理夯实了基
础。

针对少部分村民宅基地面积大，容易造成土地资源
浪费，还产生乱堆放、乱搭建现象，经民主协商、集体决
策后，万丰村探索试行了“超标准宅基地有偿使用”的办
法，规定每户农户可以无偿使用0.5亩住宅使用面积，包
括200平方米的宅基地面积及133平方米的配套面积，
超出的面积则必须有偿使用，收费标准参照村耕地流转
标准即每年每亩1200元，每年在农户与村的土地流转
费中结算，明确收取的有偿使用资金用于村民美丽庭院
积分制考核奖励以及美丽村庄建设。

目前，万丰村共有未拆迁农户360多户，每年收取农
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费21.6万元。村定期对农户宅前屋
后整洁情况进行考核，总分为100分，考核分数越高，奖
励也越高，用“积分”奖励先进，也鞭策了后进，有效激发
了农村家庭参与环境整治的热情。自村“超标准宅基地
有偿使用”“庭院整洁有奖”措施实施以来，村民普遍觉
得公平、公正了，群众心气理顺了，纠纷矛盾也逐渐消失
了，村容村貌也越来越干净整洁了。

月季主题展
在恩钿月季公园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