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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在黑龙江、乌苏里江
沿岸抚远、同江、饶河等地均已开展并
加大了大马哈鱼增殖放流。我国在大
马哈鱼这种世界性鱼类的捕捞、采捕
和资源保护方面会越来越有话语权。

自 2018 年开始，我省先后出台了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野生鱼类资源保护的意见》《黑龙江
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法》《黑
龙江省边境水域渔业捕捞生产管理
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细化了水生生
物资源保护措施，对大马哈鱼等珍
贵、濒危鱼类严格执行最低采捕标
准，严控捕捞强度，规范边境水域捕
捞作业秩序，为大马哈鱼保护工作提
供了制度保障。

我省将大马哈鱼的禁捕期延长，
将捕捞船减量，大马哈鱼主产区抚远
市的捕捞船数量由 2010年的 500艘逐
年减少到 266艘。同时加大对人工增
殖放流资金支持力度，2019年投入 79
万元，2020年投入资金 162万元，2021
年我省分配给抚远、同江、饶河、东宁
大马哈鱼增殖放流资金共计 222 万
元。

在东宁鲑鱼孵化放流站工作了 30
多年的王维坤，感触颇深的是渔民们
的变化。从抵触禁渔期，到主动帮助
放流站做鱼苗孵化工作，渔民们开始
关心大马哈鱼的生存状态。放流站的
房门经常在半夜被渔民敲响，他们捕
到了可以做人工繁育的亲鱼，就一刻
不耽误地给王维坤送来，他们帮着他
连夜做人工孵化。渔民们说，让大马
哈鱼好好长大，多多“回家”，黑龙江不
能没有它们啊！

说起大马哈鱼之于黑龙江人的意
义，高睿瑞讲了一个她的亲身感受。
祖辈以捕鱼为生的赫哲族人，用大马
哈鱼皮作画，用鱼皮画记载当地的民
间故事，他们那种对这个鱼种群的熟
悉和喜爱，令人感动。高瑞睿说，保护
大马哈鱼，不单单涉及当地的渔业经
济，还关系着文化传承。大马哈鱼和
人类在一个共同的、密不可分的生态
系统中，他们需要和谐共处。

如今，我省放流的大马哈鱼苗用
上了耳石标记法，这表明从各放流
站出发的大马哈鱼们都有了“国际
护照”。环保志愿者说，让我们继续
为大马哈鱼的生存环境做更多事情，
让更多的河流有生命的流淌！

增 增殖放流资金增加
赞 民众加入护鱼行列

大马哈鱼大马哈鱼回家回家的路怎么样了的路怎么样了

宋树江，饶河水产服务中心主任。在 5月 20日
饶河58万尾大马哈鱼苗放流行动的前一天，他彻夜
难眠。

他说，曾经的饶河放流站是我国第一个大马哈
鱼放流站，建于 1957 年，当年放流 35 万尾。直到
1982年这个放流站撤回到省里了，再没有在此放流
过。如今，时隔 39年后，今年饶河在乌苏里江又恢
复了大马哈鱼放流工作，让他感到很兴奋。

宋树江说，饶河的这次放流行动意义不同寻
常，一方面乌苏里江相较于黑龙江，更适合大

马哈鱼建洄游产卵场。另一方面，我省
多一个放流点，多一些鱼苗放流，就

会为我国鱼源国地位多添加一
个砝码。

他说，我就是在饶河
的乌苏里江边长大，

我知道这里的人
们对大马哈鱼念

念不忘，希望看到大
马哈鱼像从前那样多

起来。
饶河在大马哈鱼放流

行动上，实现了 39年间“零”的突破，而东宁鲑鱼孵
化放流站，却是放流工作33年没间断。站长王维坤
在东宁感受更多的，是当地人、特别是当地渔民对大
马哈鱼保护工作认识的变化。

东宁今年放流大马哈鱼是选在4月22日世界地
球日当天，放流 60万尾鱼苗。王站长说，通过多年
连续不断的人工增殖放流，东宁绥芬河大马哈鱼种
群虽然没见增多，但至少保持没有下降，捕捞量趋于
稳定。此外，他也感到近年来从捕获的大马哈鱼来
看，标记鱼占比较大。2019年捕获 500条大马哈鱼
中标记鱼有200条。他看到的这个现象和省环保教
育学会近两年对绥芬河所做的大马哈鱼资源调查结
果相吻合。

高瑞睿说，大马哈鱼是黑吉两省的原生重要鱼
种，是河流生态系统中的伞护种，保护大马哈鱼就是
保护整个水、森林、湿地环境，它的生境需求能涵盖
其他物种的生境需求，保护它也是保护渔业的可持
续发展。

张天航，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让中国大马哈鱼回家”公益项目执行人。他说，历史
上丰富的大马哈鱼资源不仅养育了北方民族，它们也
是其他野生动物的重要越冬食物来源。大马哈鱼这种
洄游鱼类，给内陆带来了海洋元素，保证了生态平衡。

省渔业渔政管理局副主任王云山说，近年来渔
政部门开展了大马哈鱼栖息地调研，形成了栖息地
修复、增殖放流、鱼群体规模化标记技术等一套方
法，为保护大马哈鱼提供科技支撑。2019年 4月，
我省渔政部门与东宁市政府联合在绥芬河流域建
立我国第一个河流公益型保护地，打造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和河流鱼类多样性的示范工程。

问 关注“鱼”是关注什么
答 关注环境生物多样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
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
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

摘自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您所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全国最美护林员”董红雨的手机经常无法接通，因为山上

经常没有信号，记者决定去他的工作地点“堵”他。
董红雨，迎春林业局有限公司驻宝马山林场森林资源监督

中心站站长，当地人称他为“爱虎哥”。因保护东北虎事迹突出，
他先后获得WCS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斯巴鲁生态保护奖、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届东北虎优秀巡护
员、全国最美护林员等诸多荣誉称号。

“你要是再晚来 10分钟，就找不到我了。”董红雨笑眯眯地
说，“正好，咱们边走边聊吧。”

从门外汉到动保专家
董红雨今年55岁，过去曾是一名“持证”上岗的猎手，最高纪

录曾一天捕获过8只野猪。1990年冬，省野生动物研究所专家在
考察时说“迎春林区没有东北虎，这片大森林的生态系统遭到严
重破坏”，董红雨听后受到极大震动。那之后，他收起心爱的猎
枪，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爱虎、护虎保护生态平衡的事业中，一
干就是32个春秋。

和记者同行的张涛和董红雨是老熟人，张涛打开了话匣子：
“老董一年四季都扎在深山老林里，曾经和他一起志愿保护东北
虎的人不少，但现在只有他一直坚持。每当听到东北虎出现的
信息，他会立刻前往采集数据。”

多年来，董红雨积累了东北虎在迎春林区活动留下的足印、
粪便、毛发等数百条相关信息，详细记录了每次发现东北虎的时
间、地点，跟踪东北虎活动的范围、轨迹、规律性，以此作为依据
摸清东北虎的生活习性，为国家和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提供
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通过东北虎的足迹，我就能大致判断出是雄性还是雌
性，它的行进方向；通过卧痕，能判断出老虎的身高和体重；通过
粪便，能判断出它们进食及身体状况。”董红雨自信地说。

反盗猎不顾个人安危
刚刚下完一场雨，上山的路崎岖湿滑，走在前面的董红雨却

脚步轻松，步履如飞。
“看，那是什么，今天还有意外收获哈！”顺着董红雨手指的

方向，记者看到一棵树下有一个猎套。“这猎套对野生动物危害
特别大。”董红雨边收取猎套边对记者说。这些年，他上交收缴
猎枪5支，各种套子3000多个，各类兽夹100多个，协助抓获盗猎
分子50多人次。

他的反盗猎行为，因为触及到了一些人的经济利益，多次受到
恐吓和打击报复。2006年，他被埋伏在家门口的人疯狂殴打；2012
年，凶恶的盗猎者将他车的四个轮胎全部扎破，并留下了要弄死他
的恐吓信；2013年的一个夜晚，他回家路上被陌生人跟踪……

面对威胁，董红雨从未动摇过：“这份工作是很艰苦，但作为土
生土长的林区人，保护好野生动物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热心宣传为了和谐家园
董红雨说：“光靠护林员和志愿者查处、制止、清套、与盗猎

分子斗争，无法从根本上改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只有提升
大众保护野生动物的自觉性，才能为野生动物建造起平安家
园。”

他自费印发宣传单，走到哪儿就发到哪儿。在他的影响下，
曾经的猎人放下猎枪，有些人还成为他反盗猎的信息员和帮手。

2012年，董红雨开始利用微信作为宣传平台，定期发布保护野生
动物信息，自己掏钱设置有奖竞猜活动。32年来，董红雨不仅付出了
心血还付出了自己和家人的微薄收入，自从他从事东北虎保护事业至
今，他的工资从未完整交给过妻子。

下山了，董红雨依旧走得一马当先。坚实有力的步伐，表达着
他保护东北虎的信心和决心，他的信念是看到“虎啸山林”。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黑龙江是生态大省，目前正在向生态强省的建设目标迈进。为了充分展示黑龙江的
生态优势，倡导绿色理念，挖掘绿色潜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龙江，《黑龙江日报》自今日起，开办“绿色生态”专版。

在这里，读者将看到，国家和省市出台的生态政策解读，生态建设最新动态和正反两方面案例调查，对生态经济的探
索和剖析，还有那些关心生态、爱护生态、建设生态的优秀人物展示……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助力生态龙江更加绚丽多彩。

生态兴则文明兴。近年来，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
提升绿水青山“颜值”中做大金山银山“价值”，全省污染防治攻坚五大
保卫战完美收官，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下一步我们将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实施降碳
达峰、精准治污、亮剑护绿、科技赋能“四个行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坚决守好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在全省各界共同努力下，全力打造美
丽中国的龙江样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同时，也祝
黑龙江日报生态版越办越好！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贾君

近年来，全省水利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为指导，聚焦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协同
共治，以全面实施河湖长制为有力抓手，加快推进水生态、水环境持续
向好，努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筑牢“绿水青
山”的生态底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助力龙
江“生态强省”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祝黑龙江日报生态版越办越好！

黑龙江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 侯百君

省林草局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系统治理，加
快推进林草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进龙江生态强省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 黑龙江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东旭

饶河人工放流现场。

饶河乌苏里江饶河乌苏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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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饶河。一场数十万计的生命迁
徙在这里开始——58万尾大马哈鱼苗游进乌苏
里江，小鱼儿迫不及待地踏上进入海洋的征途，开
始新一轮的生命轮回。岸边的人们期待着，4年后
它们能顺利“回家”。

黑龙江，是中国大马哈鱼的故乡。作为黑龙江
省特有的鱼类种群，多年来，在各级政府和渔政部
门、科学研究部门、民间组织NGO的共同努力下，大
马哈鱼作为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标志性物
种，在我省得到广泛关注。2016年12月，黑龙
江日报曾以报纸整版篇幅做了《黑龙江，迎

接大马哈鱼回家！》报道，呈现了大马哈
鱼当时的生存状况，如今5年时间

过去，大马哈鱼“回家”的路
怎么样了？

乌苏里江打鱼船乌苏里江打鱼船。。

大马哈鱼类系世界
名贵经济鱼类，为溯河性
洄游鱼类，具有重要的经
济价值。

多年来，黑龙江省通
过人工繁育大马哈鱼鱼
苗，每年春季进行增殖放
流，这些行动对提高我国
作为鱼源国地位以及在
国际公海获得鲑鱼类捕
捞配额，都起到很大的作
用。然而，对于目前大马
哈鱼的现状，关注它的人
们还是喜忧参半。

“我们过去这两年在
东宁绥芬河做调查，据不
完全统计，现在河流洄游的
大马哈鱼大部分是放流站增殖
放流的。喜的是增殖放流成效
明显，忧的是野生种群严重退化。”
这是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教育学会秘
书长、“让中国大马哈鱼回家”公益项
目联合执行人高瑞睿通过调研得出的
结论。

记者看到了她出示的一份《绥芬河
下游鱼类资源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
2019年秋季和 2020年春季绥芬河下游洄
游的大马哈鱼数量为 1500-2000尾，大马
哈鱼的体重相较于历史水平偏小，仅为 2.2
公斤左右。大马哈鱼平均怀卵量已经不再
是过去有记录记载的 3100-5400个，现在的
平均怀卵量甚至已经低于过去的统计数据
下限。《报告》强调，保种绥芬河干流大马哈鱼
尤为紧迫。

同样情况，抚远也有类似发生。
抚远，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地，素有“金

色鱼滩”美誉，历史上是大马哈鱼主要产区，
每年 10月底，是大马哈鱼洄游季节，自古以
来生活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
人，每当此时会欢呼雀跃，高呼“达依马哈
~”，意思是定时往来的鱼儿到了，渔民们会
收起渔网，让开鱼道，欢迎大马哈鱼回家。
然而，也正是这个地方，让人们最先感知到
了大马哈鱼数量的减少。

朱翥，原抚远大马哈鱼放流站站长，
在2019年调任其他部门任职之前的二十
几年里，都在从事大马哈鱼人工孵化和
增殖、放流工作。作为我省这项工作的
见证者，经他手繁育的大马哈鱼苗数以
千万计。他说，我小时候，抚远家家都
是一缸一缸储存大马哈鱼籽，经常拿
来抹馒头吃，说明那时候马哈鱼多，
多了就便宜，吃马哈鱼是家常便
饭。那时候到了秋季，打鱼的一网
下去，船都压得直晃悠。但近 30
年里，大马哈鱼资源量大幅减
少，从过去洄游时江河壅塞，变
成今日的难以寻获。

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
局的一份报告指出，造成我省大马
哈鱼资源量锐减的原因，有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洄游通道不畅、俄罗斯
境内入海口处过度捕捞等因素。针对
这些我省采取措施，在积极恢复大马哈
鱼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通畅洄游通道基
础上，2017年开始，我省每年通过中俄渔业
混合委员会、中俄渔政工作会等平台，与俄
罗斯联邦渔业署和阿穆尔流域管理局讨论大
马哈鱼洄游问题，建议俄方加强管理，打击非
法捕捞，保证中方鱼源国应享有权益。

喜 人工增殖放流见效
忧 野生种群难以寻觅

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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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金句

生态达人

董红雨在查看监测设备董红雨在查看监测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