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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松花江禁渔期开始后，哈
尔滨的生态保护志愿者们行动起来，配
合职能部门，积极为保护松花江母亲河
的生物多样性奔忙。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志愿者出动
几百人次，出动车辆100多台次，行驶
总里程3000多公里，解救了大量的非
法捕捞的鱼和野生鸟类。

5月23日，志愿者配合哈尔滨市新
区执法大队渔政中队，在道外区滨江湿
地，发现清理了5个地笼、2个挂子，里面
有大量被捕获的鱼、虾、田螺等，志愿者
们将这些鱼虾全部放生，鱼网进行了销
毁。

5月30日，志愿者们与执法人员来
到了江北船厂附近水域，发现这里绝户
网非常密集，一个挨着一个。志愿者们
齐心协力，忙了一天，将100多条地笼网
全部清理干净。期间，志愿者们还在附
近发现了捕鸟粘网，救下60多只野生鸟
类。

6月5日，志愿者来到哈尔滨市道里
区四方台大桥附近江畔巡护，找到了多
个违法设置的地笼绝户网，在清理的过
程中，志愿者们看见网里面还困着一只
野鸭子。原来是当地水位回落后，地笼
的口露出水面，野鸭子钻进去捕鱼吃，
结果困在里面出不来了，志愿者将其成
功解救并放飞。

6月8日，志愿者们来到松花江松浦
大桥下的滩涂地带，清理非法捕鱼的鱼
网，清出十几条总长一百多米的地笼、
鱼网，地笼里面有许多几厘米长的小
鱼，总量四十多公斤。志愿者将这些鱼
全部放生，鱼网进行销毁。志愿者说，
这些非法捕鱼的人都是在半夜或凌晨
时下网和收网，大量的小鱼被捕获，成
为人们的盘中菜，对松花江上的渔业资
源造成破坏。

志愿者
解救野生鸟类制止非法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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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南岗区月牙街，是火车
站旁的一条重要道路，从道里区经霁
虹桥去火车站的车辆都要从这里驶
过。三四年前，月牙街与火车站之间
有一片低矮的棚户平房，这些平房都
是三四十年的老房子，破损不堪，里
面有的开饭店、有的开旅馆，有的作
仓库、有的成为长途客车的“始发站
点”，棚户外侧围了一圈破旧的木板，
感觉非常脏乱，人行道旁边散布着许
多生活垃圾。不仅路过的行人感觉
这里环境很差，许多乘坐火车的旅客
看到这种“风景”也是纷纷摇头。

在哈站南广场进行改造过程中，
这片棚户彻底拆除，当地进行了重新
的规划建设，取而代之的是一处美丽
的休闲绿地，里面种植了大量的花草
树木，新铺的观光甬道蜿蜒曲折。

这片绿地紧邻地铁二号线的出
入口，市民走出地铁站，便可以来到
绿地里休闲散步。绿地旁还新建了
一处漂亮的欧式公厕，为市民和旅客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目前绿地及相
关设施的建设都已进入收尾阶段，将
于近日投入使用。

破败板房棚户
变身绿地公园

从6月份起，哈市各个城区逐步公
布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和面积，老旧
小区能否安装电梯，又开始成为居民
讨论的热点。《哈尔滨市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指导方案》也在近期开始实
施……可电梯动辄几十万的安装及后
期维护费用如何解决？成了很多居民
要面临的难题。

从2018年起，北京、杭州等城市
已开始采用“共享电梯、公交电梯”的
模式作为解决方案，省内部分小区的
居民也在逐步探索这种新的加装电梯
模式。

虽然老旧小区对于电梯的需求
很大，但目前落地建成的却是寥寥可
数，目前哈市只有光华小区、哈尔滨
工业大学家属楼等个别单元的电梯
开始运营。其中，改造资金谁出就是
一个大难题。《哈尔滨市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工作指导方案》对于资金筹集
有明确的表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所需的建设、运行使用、维护管理等
资金由相关业主共同承担，由相关业
主自行协商达成一致，并形成资金筹
集使用方案。”

虽然《方案》中，还明确对于由相
关业主出资、电梯权属归相关业主共
同所有的加装电梯项目，市级财政按
照每部电梯 15万元给予定额资金补
助；加装电梯的业主可申请使用住房
公积金等，但建设和维护费用，对于
居民来说还是一笔“大钱”。

哈市一家电梯公司负责人刘经
理说，以一栋 7层老旧住宅为例，一
个单元加装电梯所需费用约 45 万
元，即使除去补助资金 15万元，仍需
要居民自行筹集 30万元的费用。按
照现有政策的出资方案，一个单元三
户的户型测算，每户居民出资约为
1.5万元至3.5万元。

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少
居民：难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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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及周边地区有多支环
保志愿者团队，队员也都来自不同工
作单位。其中较大的一个团队——
哈尔滨市生态保护队队长唐多吉介
绍，他们团队共有40多人，常年对松
花江及周边生态环境进行巡护检
查，春天秋天时主要是救护野生鸟
类，夏天时主要巡护违法捕鱼的行
为。队员中年轻的只有 20多岁，最
年长的已有70多岁。年过七旬的张
莲生，原来是伊春市的一名医生，退
休后与老伴来到哈尔滨的儿子家居
住。老张经验非常丰富，自制了用
来抓取水中违法鱼网的飞钩，并将
飞钩技艺传授给了其他队员，每次
有行动时，老张都要参加，老伴在
他的带动下，也多次参与环保巡护
活动。

唐队长说，在进行巡护的时候，
会在环保志愿者微信群里发布时间
和集合地点，队员们可以自愿参
加。他们每次行动都会向相关的执
法部门进行报备。

今年禁渔期开始到现在，志愿
者们已清理地笼、大旋、挂网、花篮
子等各种非法捕具 1000多具，总长
几万米，其中地笼最长的有 50米一
具，旋网最重的有 400多公斤一张；
解救渔获物几千斤，从地笼中解救
鸳鸯、草鹭、野鸭、白骨顶鸡等野生
鸟类数十只。

常年巡护经验丰富
志愿者发明捞网“飞钩”

哈尔滨大自然保护队的队员刘菲
菲对记者说，志愿者们进行环保巡护，
有时遇到违法嫌疑人进行阻挠、谩骂的
情况，人身安全也常被威胁。在这种情
况下，志愿者们没有一个人退缩的。

这期间，黑龙江省公安厅食药环侦
总队、哈尔滨及各地食药环侦部门，以
及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渔政主管部门
和各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也给予了
志愿者们很多的指导和有力支持。

据了解，一个月来，志愿者们向公
安、渔政举报非法捕捞非法捕猎线索18
件，助力相关部门破获了多起案件。

5月 18日，有人非法在西泉眼水库
与黄泥河交界处使用禁用捕具电鱼器
非法捕捞，尚志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
现场查获野生鱼约 3斤，违法人员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5月 28日，呼兰公安分局食药环大
队与呼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
合行动，破获一起非法捕捞河蚌案件。
违法人员驾驶“三无”船只并使用禁用
网具，在呼兰区呼兰河中捕捞河蚌时被
抓现行，现场缴获非法船只1艘、禁用网
具1套、渔获物（河蚌）约60千克。

5月 29日，航运公安分局与行政执

法部门、联合松北行政执法总队，在船
厂后坞抓获非法捕捞人员 1名，查扣舢
板船1条、地笼三张、鱼获物半桶。

5月 29日至 30日，道外区综合执法
局执法大队，陆续在道外区北十八道街
码头附近水域，抓获使用旋网非法捕鱼
人员 3名；在道外区头道街附近水域抓
获非法捕鱼人员1名。

每年禁渔期，都会出现大量的违
法捕鱼现象，执法人员忙得团团转，志
愿者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
是却屡禁不绝。对此，志愿者唐多吉
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要加大处罚力度，
一旦发现违法行为，不能只是清理渔
具，更要一追到底，找到违法人员，从
重从快进行处罚，让违法人员付出更
多更大的代价，使他们再也不敢重操
旧业；要加大宣传力度，采取有奖举报
的措施，积极向沿江乡村的村民宣传
禁渔期对保护生态、保护鱼类资源的
重要作用，让大家从心里痛恨违规捕
鱼的行为，发现情况及时举报；此外，
还要多公布一些非法捕鱼的违法案例
及处罚结果，充分发挥法规的威慑作
用，让一些铤而走险的违法捕鱼人能够
及时悬崖勒马。

举报非法捕捞非法捕猎
助力执法人员破案

志愿者们在江面巡查志愿者们在江面巡查。。

困在鱼网中的困在鱼网中的
野鸟野鸟。。

护鱼救鸟护鱼救鸟，，禁渔期禁渔期。。

新建的公厕很漂亮。

绿地里设置观光甬道。

老
旧
小
区
安
装
电
梯

筹
措
资
金
困
难
重
重

﹃﹃
公
交
电
梯

公
交
电
梯
﹄﹄
距
离
我
们
有
多
远

距
离
我
们
有
多
远黑龙江省电梯行业协会工作人

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省电梯
协会还没有接到共享电梯安装的申
请，据协会了解，既有建筑安装电
梯，目前主要是居民募集资金，完成
审批后，联系企业来施工。”

6月 15日，记者在道里区工程
小区看到，此前建设的电梯目前处
于暂停状态，该单元居民介绍说，此
前可能因手续问题暂时停工了，群
里已经通知，有新的施工队伍接手，
工程近期将恢复，居民们都希望工

程能顺利完成，早日使用电梯。
其实，除了前期要支付大笔资

金，如何顺利完成审批，也是居民比
较头疼的问题。正在联系邻居打算
申请加装电梯的孙勇告诉记者：“其
实，老楼加装电梯从审批到建设都
是挺复杂的工程，靠几个居民牵头
开始跑，特别操心费力，特别是要协
调低楼层的邻居同意等，都是很复
杂的问题。如果有专业的运营公司
负责，那就便利很多了，居民只负责
按次交款就行。”

又要协商邻居又要跑手续 居民：太难了！

其实，相对于居民出资建设
方式，从2018年起，国内北京、杭
州等地就开始借用共享经济思
维，建设“公交电梯”。也就是老
旧小区电梯建设和维护均由运
营公司来负责，居民按出行次数
刷卡或刷脸缴费，如同乘公交车
一样。

2018年初，北京市黄村西里

社区 56号楼 3单元、5单元电梯
投入使用，成为北京首批采取

“公交电梯”运营模式的小区。
据建设企业介绍，设备和安装成
本花费约30万元，除居民使用按
次缴费是主要收入外，电梯内广
告收益也是成本回收的盈利来
源，预计 5至 8年，企业可以收回
成本。

杭州市临安区“公交电梯”
也已经开始实际运营，负责该项
目的浙江欧姆龙电梯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按照前期测算，每人每天使用 2
次至3次，企业收回成本需要5年
到 10年。电梯运营寿命大约为
15年，对于企业和居民来说，可
以视为双赢的一种解决办法。

外地这样干：居民只需刷卡 其它企业负责

虽然说“公交电梯”在建设过程中
让居民觉得便利了，但在后期运营中
也存在一定风险。在南方部分城市中
试运营后，也有企业出现入不敷出的
问题。

杭州一家企业表示，由于居民出
行次数和此前预算有偏差，导致企业
回收成本时间明显延长。“主要就是居
民出行率较低，导致成本回收期加长，
超过电梯实际运营期。企业后期为了
回收成本，会提高单次出行的价格。
因为不能亏损运营，只能重新核算价
格。”

除了建设成本，还有维保成本。
该企业负责人说：“之前我们也进行过
测算，居民外出单次费用中，有 0.2元
至0.5元是用于维护成本的，如果后期
居民出行率不高，日常维护成本还会
增加，这笔费用未来依然还需要使用
者来承担。南方一些城市政府补贴比
例较高，后期居民承担的费用较少，但
未来加装电梯需求会越来越多，不能
全依靠财政补贴。还需要寻找除了广
告外的新经营模式。”

黑龙江省电梯行业协会工作人员
对此也提醒，为了避免出现类似情况，
就需要居民在选择电梯品牌和运营企
业签订合同时进行约定，特别要约定
超出运营成本费用的补偿方式等，这
样才能尽可能减少电梯在运营后期出
现的使用费用纠纷。

另外，黑龙江省住建厅也在近期
发布了《关于“免费加装电梯”的风险
提示函》，提醒广大群众理性甄别推广
免费加装电梯的运营模式，谨防上当
受骗。

该提示函中警示，省住建厅收到
部分群众反映，有个别企业以助老名
义，以高额代理费广招电梯企业和相
关施工企业垫资，要求居民定向存款，
后期通过轿厢广告、光伏发电收益回
收成本，来推广免费加装电梯的运营
模式。但经初步调查，其宣传的轿厢
广告收入等投资回报与市场实际不
符，运营模式的可持续性存疑，一旦出
现问题，可能造成施工垫资方及设计
企业、电梯企业、居民等各方主体利益
受损。同时，省住建厅从未以官方名
义，安排工作人员参加此类宣传推广
活动。

签合同时别忘约定
减少运营后费用纠纷

？？

南岗区革新街167号院安装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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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里区工程
小区 112 栋 2 单
元加装的电梯。

民声记者李国玉 电话：18304629827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
面、抖擞精神，驱使我们不断寻
求。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
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