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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长江口的长江干流，以及鄱阳湖和洞
庭湖范围内实施了阶段性休渔、禁渔制
度和措施。2020年 12月 31日，党中央、
国务院正式启动长江全流域禁渔重大决
策部署。2021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为金
沙江禁渔和流域生态保护、建设等提供
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作为长江上游金沙江主要流域地
区，禁渔涉及云南 7 个州（市）、39
个县（市、区）近 1560 公里江段，加
上金沙江流域内的 9 大高原湖泊及其他
支流水域，面积覆盖全省一半左右。

事实上，多年来，云南一直按照
国家部署积极开展鱼类种质资源保护相
关工作。2016 年以来，根据国家部署，
云南先后共建设了 35 个国家级和省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及水生生物自然
保护区，还有一大批水产原种、良种
（苗种）场（站），总保护水域面积达
28.45 万公顷。

2020 年 7 月 1 日，在国家正式部
署禁渔之前，云南就启动了金沙江 10
年禁渔工作。在该项工作中，云南成立
长江禁捕退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打
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打
击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专
项行动等 4 个工作小组，由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总协调、总调度，形成多部
门、多区域共同推进的水生生物保护暨
禁捕协调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全面推进
金沙江禁渔。

同时，云南还将金沙江流域禁渔及
其一级支流赤水河的生态环境保护写入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和《2021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此外，云南还与贵州省、四川省共同研
究推进，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颁布相关

禁渔地方法规，形成保护合力，为金沙
江禁渔夯实了基础。

   

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作为金沙江流域上游主要省份，云

南生态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协同推进
难度超乎想象，禁渔工作情况特殊、生
态保护压力很大。

通过一年来的努力，在法律法规保
障和全省各级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金
沙江禁渔取得阶段性成果：金沙江全流
域，特别是在昆明、昭通、丽江、楚雄
等部分流域内的传统渔业生产地，不少
渔民转产就业当起“护渔员”。沿江公
路、岸边，流域河道、湖泊遍布长江禁
渔宣传牌和标志，渔政执法和巡航实现
常态化；金沙江鱼“水上不捕、市场不
卖、餐馆不做、百姓不吃”的阶段性目
标已经实现。

然而，由于金沙江多年没有开展
系统、全面的水产种质资源调查，对
流域内鱼类种质资源、生物种类数量
存余情况“家底”不清，保护发展缺
乏科学数据支撑，加之一些工程项目
的实施，改变了河流生态环境，阻断
了江河鱼类洄游线路，以及对鱼类的
抢救性保护措施、设施跟不上等问题
突出，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目前，云南渔政部门正依据《第一
次云南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
案（2021—2023）》，预计通过3年时间，
基本查清全省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
地理分布、养殖数量、引种历史、品
种更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情况，
助力云南继续做好鱼类种质资源保护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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