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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生态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重要的一级支流，
因河流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以红
军“四渡赤水”闻名于世。河内已知鱼类
150余种，其中珍稀特有鱼类 17种，鱼类
物种多样性十分丰富。但是，经过几十年
的建设和发展，赤水河水域生态环境面临
着河流阻断、水污染过重、非法捕捞过度
等多重威胁，以金沙鲈鲤为代表的珍稀特
有鱼类种群数量锐减，甚至部分物种已难
觅踪迹。

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建议尽快加强长江上游赤水河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报告，指出了赤水河水
域存在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建议拆除小水
电取水坝，加强水污染治理、渔政管理和
科研监测工作。

在昭通，一场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卫战就此拉开了序幕，珍稀特有鱼类保
护，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仗。

扛实资源保护之责

200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成立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保护区跨越滇川黔渝，云南段为源头
部分。保护区云南段含赤水河河源段和
金沙江水富段两个区域，河道全长320.26
公里、面积498.16公顷，其中：核心区河道
长 70.5公里、面积 142.19公顷，缓冲区河
道长 247.92 公里、面积 341.99 公顷，实验
区河道长 1.84公里、面积 13.98公顷。海
拔267米至2416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云南省于
2019 年率先组建了管护局，在镇雄、威
信、水富成立 3个管护站，完成保护区勘
界、整合优化和总体规划修编，建立健全
了 30 多项规章制度，制定了鱼类增殖放
流技术规程等3部技术规程，全面开展资
源保护、科研监测、生态修复、科普教育、
社区共建等工作。

为守护好鱼类生存的家园，管护局将
保护区河道划分为 18 个巡护片区，聘请
18名巡护员，结合鱼类物候期，每月进行
3—15 次日常巡护。5 年来，该局累计开
展日常巡护、专项巡护和稽查巡护 22925
人次，巡护里程 458058公里，为珍稀特有
鱼类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筑牢了第一道
防线。

巡护员谭邦照和陈克林是吃苦耐劳、
忠于职守的典范。2020 年，管护局结合
长江“十年禁渔”行动，高频次开展禁渔工
作，谭邦照、陈克林坚持与非法捕捞者作
斗争，制止了 10 多起非法电捕鱼行为。
2020年5月8日晚10时，谭邦照得知坡头
镇斑鸠井大桥赤水河段有人偷捕，便电话
联系了陈克林，两人蹲守围堵，终于在次
日凌晨 3 时成功拦截非法电捕鱼者杨某
某、张某某，劝导2人上交电鱼器械，放流

非法渔获物，并将案件移交县渔政部门处
理。该案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第一批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违法捕捞十大典型案例”。

为弥补人力、资金的不足，管护局在
保护区内建设生态观测点5个，安装水下
监控设备5套、水质监测设备5套、气象监
测设备2套，布置地面监控设备15套。同
时，开发“珍稀鱼类保护”App，集信息化数
据平台、自动化办公平台、自动化监管平台
为一体，为保护区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经过管护局 5 年的努力，一幅鱼翔
浅底的生态文明新画卷正在保护区徐徐
展开。

筑好珍稀鱼类之家

从“休养生息”到“生生不息”，增殖放
流、建设人工鱼巢和人工鱼礁、栖息地修
复是恢复保护区鱼类资源的有效措施。

春天，鱼类陆续进入繁殖期。自2021
年起，管护局每年3月都会委托中国科学
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在向家坝水电站邵女
坪库区建设人工鱼巢，为鱼儿提供产卵场
所。技术人员利用楠竹、松柏树枝制作的
产卵巢，浸水后附着力强，可改善鱼类繁殖
条件，提高自然孵化率。2021—2024年，
管护局共建设人工鱼巢2.55万平方米，经
监测评估显示，鲤鱼、鲫鱼、黄颡鱼等产卵
鱼类出膜率从2021年的18.7%上升至2023
年的64.71%，鱼类产卵数量和出膜率每年
均有上升，累计孵化鱼卵5.5亿粒以上、鱼
苗2.4亿尾以上，增殖效果非常明显。

鱼类繁殖需要良好的生存环境。
2021年，管护局开展栖息地修复试验，对
赤水河流域拆除的鱼洞电站、簸笠电站拦
水坝栖息地采取河流底质改造、铺设丁字
坝、分层铺填卵石和砾石等工程手段，增
加河床底质多样性，加强濒危物种野外生
存环境重建，投放特有鱼苗 22910尾。经
监测调查，鱼洞修复点的鱼类密度增幅达
6.5倍，簸笠修复点增幅达6.3倍。在2022
年修复试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管护局又
开展双核桃电站拆除大坝上下游鱼类栖
息地修复及鱼洞和簸笠栖息地修复示范
点维护，完成大坝旧址清理、丁字坝制作、
砾石群（人工礁）构建等工作，为鱼类提供
了良好的栖息地。2023年在簸笠电站拦水
坝旧址下游开展栖息地修复，建设生态丁
字坝6座、埋置抛石护底及单体砾石600立
方米，栽植慈竹、火棘、木槿等树木2300多
株，栽植人工草皮 6545平方米。2022年1
月，以管护局实施的鱼类栖息地修复为代
表的“赤水河河流连通性恢复与栖息地修
复示范”被农业农村部长江办评为“2021年
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修复优秀案例”。

增殖放流是鱼类保护的 3 大措施之
一。5 年来，管护局累计在金沙江、赤水
河开展了 7 次增殖放流活动，放流长江

鲟、胭脂鱼、金沙鲈鲤等珍稀特有鱼类鱼
苗130多万尾。

经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西南
大学监测评估显示，通过 5年的努力，保
护区鱼类资源恢复由慢到快，鱼类密度由
稀到密，鱼类个体由小到大，鱼的种类由
少到多。在镇雄县坡头镇簸笠电站原取
水口河段，鱼类密度从每100米33尾增加
到每100米203尾，金沙鲈鲤在赤水河的分
布范围由40公里扩大到78公里，保护区的
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正在稳步恢复。

赤水河保护已取得新成效，生态文
明新画卷正在不断呈现新的画面。

创新科研监测之路

联合科研院校，创新保护举措。保护
区是云南省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鱼类保护
区，保护区建设可借鉴的先进经验、技术、
理念较为有限，亟待引进国内外先进理念
和技术。

2021 年，管护局与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西南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旨在通
过技术合作、人才支撑，提高管护局的科
研能力和水平，为保护区高质量建设与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鱼类生物学家曹
文宣的关心帮助下，2023 年管护局成功
申报“昭通市刘焕章专家工作站”。与此
同时，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杨君兴研
究员领衔，全国 13名生态学、鱼类学、动
植物保护专家组成的保护区专家委员会
成立，并定期开展交流活动，为保护区建
设与管理、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制定、重大
项目建设等提供技术支持、咨询指导，充分
发挥了行业专家学者的科技支撑作用。

近年来，管护局以专家工作站和专家
委员会为平台，广泛开展项目合作，引进
先进理念持续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科研人
员，建立鱼类多样性监测网络、完善河流
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识别影响水生态健康
的关键因素和山区河流典型受损栖息地
修复技术体系。完成了保护区珍稀特有
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的
分布及重要生境调查。发现硬刚毛藻属
新种1个，国家珍稀濒危物种长薄鳅、金沙
鲈鲤、青石爬鮡等重现赤水河云南段。岩
原鲤人工繁殖技术研究获得成功，长江上
游（云南段）鱼类栖息地修复技术研究与应
用项目成果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020年以来，金沙鲈鲤、青石爬鮡和
岩原鲤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重现赤水河云南段、金沙江水富段。目
前，赤水河云南
段监测到
的 鱼

类由 2020 年的 36 种恢复到 2024 年的 43
种；2023年至2024年，金沙江水富段累计
监测到鱼类62种。

一条保护区科研监测的创新之路，为
生态文明新画卷写下了精美的一笔。

营造全民护鱼之势

科普宣传教育齐行动，护鱼护河同参
与。为营造良好的珍稀特有鱼类和生态
环境保护氛围，增强全民保护意识，管护
局全方位、立体式、多形式开展科普教
育宣传活动。

发放宣传笔记本、宣传折页、宣传画
册 178043 份，发放宣传帽、学生 T 恤、环
保袋等宣传品 39704 份。在保护区周边
学校建立科普教育基地 11 个。录制《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7部相关法律法
规音频在保护区周边乡村进行“大喇叭”
循环播放，制作宣传片1部，创作鱼类保护
歌曲 1首。开展各类科普教育活动 38场
次。开展“保护赤水河，喜迎二十大”征文
比赛活动，鼓励学生们用彩笔描绘心中的
母亲河，用文字书写陪伴他们长大的可爱
伙伴——珍稀鱼类，极大地激发了青少年
热爱大自然、学习科普知识的兴趣。以“护
鱼护河同参与，复元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
禁渔宣传活动，调动了青少年参与护鱼、护
河的积极性。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护鱼
护河同参与”等各类精彩活动，积极践行保
护环境、保护珍稀特有鱼类要从娃娃抓起。

5年来，各种丰富多彩的科普教育活
动，受众超过100万人次。央视新闻、《人
民日报》、《焦点访谈》等发布采访报道 7
篇，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发布鱼类图鉴
等信息 24条，今日头条、搜狐新闻、新浪
头条、百度百家等网络媒体3年累计发布
信息2200条次，阅读量达2004.6万次。

干部群众保护环境、保护珍稀特有鱼
类的意识大幅提升，全民护鱼的氛围已初
步形成。

共建美好生活之源

赤水河源头，溪流似飞花溅玉般从罗
汉林一跃而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行大字镶嵌在苍翠的树林里，异常醒
目。银厂村村民退耕还林，让赤水河从一
出发就不同凡响。

赤水河上飘玉带，千里金沙换新颜。
管护局与镇雄县、威信县的罗甸村、鱼洞
村、德隆村、河坝村、河口村、石坎社区分
别签订《社区共管共建协议书》，把保护区
管理纳入村规民约，不断健全完善保护区
共建制度，建立全民参与的保护区管理

长效机制。支持威信县水田镇河坝
村群众进行卫生厕所改造，达到

三级无污染排放标准，由村委会

组织人员开展河道垃圾清理。联合市妇
联在威信县、镇雄县开展“绿色家庭示范
户”创建活动，评选出“最美护河巾帼志愿
者”150 人、“绿色家庭示范户”200 户；举
办巾帼志愿服务队骨干培训 2 期。与市
供销社联合开展“致富带头人”生态养殖
技术培训 2 期。不断健全完善保护区共
建制度，建立全民参与的保护区管理长效
机制，管护局一直在行动。

保护为了发展，发展促进保护。在保
护生态的同时，帮助群众发展产业致富，
是社区共建的重要目标。管护局在镇雄、
威信两县涉保护区乡村开展枇杷、李子、
辣椒等生态种植技术培训共 10 余场次
1000余人，发放果树枝剪刀、手锯1300余
把。协调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3
家单位提供科技人才支持，对挂钩帮扶的
镇雄县罗坎镇麻地村冷水鱼养殖进行技术
指导，提供鱼苗10万余尾。经过多年的帮
扶，麻地村集体经济收益增加到30余万元。

保护区的宗旨是系统性保护生物多
样性，有效维护生态安全，为建设美丽昭
通提供生态支撑，最终实现保护自然、服
务人民、永续发展的目标。

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干净又有
生机的赤水河，省、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高位统筹，制定了《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
护条例》和实施细则，实施了“十四五”赤
水河流域（云南段）保护治理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多次和四川、贵州两省磋商，建立
了云贵川三省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昭通市与毕节、遵义、泸州三市签
订川滇黔三省交界区域环境联合执法协
议。2020 年以来，云南省建立了省、市、
县、乡、村五级河长制，把截污治污作为
最紧迫的任务，把生态修复作为最关键
的举措，把绿色作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
的底色，全面实施“禁渔、‘两污’治理、面
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六大行动，赤水河河水逐
渐恢复了原有的模样。2023 年，赤水河
昭通段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二批美丽河湖
优秀案例。

“看！这是细鳞鱼。”镇雄县鱼洞村赤
水河段巡护员姚明昌指着监控画面，兴奋
地说，如今赤水河果珠段的鱼儿种类和数
量已经大幅增加。

姚明昌经常在镇雄县果珠彝族乡鱼
洞村的赤水河边巡护，45 岁的他眼睛很

“尖”，看着附在水中青苔上的小黑点说，是
新孵化的幼鱼。刚从“山肚子”里流出来的
赤水河清澈见底，不时看得到鱼儿在河里
游弋。

大河奔涌，奏响新时代的奋进强音；
一泓清水，擦亮长江生态文明底色。长
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云南段，一幅水清岸绿生态文明新画卷
正在绘就，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正在延伸。

金秋时节金秋时节，，万物丰茂万物丰茂。。漫步在赤水河畔漫步在赤水河畔，，清澈的河水流过村庄清澈的河水流过村庄，，金沙鲈鲤带来远古的传说金沙鲈鲤带来远古的传说，，到处是绿水青山的景象……今年到处是绿水青山的景象……今年
44月下旬月下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以下简称以下简称““管护局管护局””））在赤水河镇雄段开展水生生物多样性资源在赤水河镇雄段开展水生生物多样性资源
监测工作中监测工作中，，首次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长薄鳅首次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长薄鳅（（俗称俗称““花斑鳅花斑鳅””），），央视央视、、新华社等媒体对此次发现进行了报道新华社等媒体对此次发现进行了报道。。88月下月下
旬旬，，新华网新华网、、央视网央视网、、人民网等媒体又报道了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人民网等媒体又报道了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水中大熊猫水中大熊猫””、、““水中活化石水中活化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水生动物长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水生动物长
江鲟现身金沙江水富段的新闻江鲟现身金沙江水富段的新闻。。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段呈现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段呈现出

一幅鱼翔浅底的生态文明新画卷
记者 陈忠华 通讯员 孔 臻 文/图

开展科研活动开展科研活动。。

青山环抱青山环抱、、流水潺潺的赤水河流水潺潺的赤水河。。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长薄鳅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长薄鳅。。

进行增殖放流进行增殖放流。。 发展渔业养殖发展渔业养殖。。

本社地址：昭通市迎丰路84号 联系电话：0870-3191969 邮政编码：657000 广告许可证编号：ynztgfd2020002号 定价每年320.00元 零售每份1.00元 印刷：昭通报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昭通市迎丰路84号）中国邮政集团昭通市分公司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