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7日，荆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陆智峰做客《行风热线》
直播间，围绕荆州实行长江十年禁渔
的禁捕范围、长江禁渔以来取得的成
效等方面内容，与市民朋友在线交流。

长江十年禁渔是一项利生态、利
民生、利长远的战略举措。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自2021年1月1日起
在长江干流、大型通江湖泊、重要支流
和长江口部分海域实行为期十年的禁
渔，常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
捕捞。

陆智峰介绍，我市于 2018 年 10
月 31日率先在22个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自然保护区实施全面禁捕。
2020年 7月 1日，将辖区 483公里长
江干流（约占湖北省长江岸线 1/2、占
整个长江中下游 1/4）、93公里长江故
道（石首市天鹅洲，监利市何王庙、老
江河、杨坡坦）以及沮漳河、藕池河、松
滋河、虎渡河纳入禁捕范围。长江禁
渔以来我市取得了一定成效。

禁渔机制逐步健全
荆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长江

禁渔，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25
个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成为成员的长
江禁捕工作领导小组，超前谋划、及早
行动，在全省率先启动禁捕工作。近
5年来，全市部门协作、联席会议、跨
区联合执法、定期会商通报等方面工
作机制逐步健全；船只管理、垂钓管
理、渔具经销、值班巡守、有奖举报等
监管制度不断完善；以“天网工程”为
主体的“空中无人机巡航、江面快艇巡
查、岸边机动车巡逻”的全方位防控体
系全面形成，长江“十年禁渔”常态化、
智能化监管格局日臻完善。

退捕渔民有效安置
全市录入长江禁渔国网系统退

捕渔船 4309 艘、退捕渔民 7749 人，
需转产安置 4716 人，已全部转产安
置。其中渔业产业安置 211人、务农
1037人、企业或单位吸纳1343人、自
主创业或灵活就业 1928 人、公益性
岗位安置 186 人，其他形式就业 11
人。累计发放退捕渔民一次性补助、
过 渡 期 生 活 补 助、养 老 保 险 补 贴
66379.4549万元，其中船网证一次性
补助 35001.0849 万元、三年过渡期
补助20250.06万元、退捕渔民三年养
老保险补贴11128.31万元，符合参保
条件的退捕渔民年度养老保险补贴
发放率100%。

执法监管日趋严密
全市投资 8300余万元建成智慧

渔政执法平台，部署前端感知高点监
控196个，将境内长江干流、长江故道
和洪湖、长湖等重点禁捕水域纳入智
能化监管范围，覆盖流域长度 820公
里，目前累计发出预警信息 20 余万
条，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联动，根据
预警线索，查办非法捕捞、违规垂钓行
政案件890起，实现了非法捕捞“看得
见”、流域水面“管得牢”的管防目标。
荆州市先后与湖南省岳阳市、宜昌市、
荆门市、恩施州签订长江禁捕跨界水
域协同执法合作协议，各级农业农村、
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也相继建立联
合执法机制，深入开展“渔政亮剑”“打
非断链”等专项执法行动。全市“水上
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
的良好禁渔氛围基本形成，非法捕捞
高发频发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生物资源持续恢复
荆州市境内拥有洪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长江天鹅洲国家级白鱀豚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监利河王庙长江
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团头鲂、翘
嘴鲌、沙塘鳢、鳜鱼、黄颡鱼、短颌鲚、绢
丝丽蚌、黄鳝和四大家鱼等18个国家

级、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荆州市
高度重视濒危水生生物保护工作，境内
存有中华鲟子一代人工群体1600余尾、
占全国50%以上，并长期坚持开展中华
鲟管护、人工繁育和放流活动，2024年
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中华鲟种源保护
繁育基地”。近5年来，累计放流水生生
物1亿尾以上，其中中华鲟子二代100万
尾以上、长吻鮠30万尾、胭脂鱼6万尾，
本次活动继续放流约中华鲟子二代50
万尾，将为恢复中华鲟种群、维护长江生
物多样性保护注入强大动力。

编辑观点：
浩浩长江奔流不息，千年水脉正

重焕新生。十年禁渔，是以敬畏之心
重构人水关系的深远布局。

荆州作为长江岸线最长的城市，以
“禁”为笔，在 483公里江岸书写生态复
兴的答卷：从全省率先禁捕的果敢，到

“天网工程”织就的智慧防线；从7749名
渔民转身成为生态守护者的温暖叙事，
到 1亿尾生命重归江流的壮美诗篇，每
一步都折射着发展与保护的智慧。

当中华鲟游弋的涟漪再次泛起，我
们触摸到的不只是物种复苏的脉搏，更
是一个民族对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
十年之约，是向母亲河许下的庄严承诺
——唯有敬畏江河，守护生生不息的律
动，方能孕育永续发展的未来。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做客《行风热线》，与市民朋友在线交流——

十年禁渔，携手共护一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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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道豉湖渠桥维修
9月6日前禁止车辆通行

本报讯（记者佘海艳 通讯员杜天）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5月6
日起，东方大道豉湖渠桥展开维修工作，
维修期间该桥禁止车辆与行人通行。

因东方大道豉湖渠桥存在安全隐
患，沙市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需对该
桥全封闭进行检测维修。为确保施工
顺利进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管部门自
2025年 5月 6日零时起至2025年 9月
5日 24时止，东方大道豉湖渠桥维修
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请过

往车辆、行人由创业大道（群力大道）、
渔湖大道（达雅路）、深圳大道、豉湖渠
南路、复兴大道辅路、沙岑路等周边道
路绕行。

具体绕行路线如下：由北往南方向
行驶车辆可由东方大道—创业大道（群
力大道）、渔湖大道（达雅路）—深圳大
道—豉湖渠南路、复兴大道辅路、沙岑
路—东方大道绕行；由南往北方向行驶
车辆可由东方大道—沙岑路、复兴大道
辅路、豉湖渠南路—深圳大道—渔湖大
道（达雅路）、创业大道（群力大道）—东
方大道绕行。

罚金未缴却有巨额流水？

松滋市检察院强化监督促执行落地
□ 记者 荆文静 通讯员 张相清

罚金未缴，银行卡流水却有几十
万？今年以来，松滋市检察院迅速启动
调查核实程序，高效筛查出了职务犯罪
刑事裁判中涉财产部分具备履行能力
的案件，成功推动多起财产刑执行案恢
复执行，及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2016 年 5月，王某因受贿罪被判
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5万元，同时
没收违法所得 13.5 万元，至 2020年 9
月，由于王某当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院终止了此次执行程序。然而，
2024年 6月，松滋市检察院在安置帮
教社区矫正对象与刑满释放人员时发
现，王某刑满释放后在广州务工，其名
下银行账户存在大额资金往来，且拥有
稳定的收入及固定资产。松滋市检察
院迅速启动调查核实程序，通过向银
行、不动产登记中心、税务等部门调查
取证，并借助罚金刑执行法律监督模型
进行数据比对，证实了王某的罚金刑并
未得到执行。此外，通过大数据碰撞，
2017年被判处罚金 20万元的郭某和
被判处罚金30万元的赵某等案件也存
在类似问题。

2025 年 1月，松滋市检察院依法
向相关审判机关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

书，并要求恢复执行。同年 3月，审判
机关采纳了检察院的监督意见，对王
某、郭某、赵某等人恢复财产刑的执行，
并加大了财产线索的核查力度，全力推
进终本案件的清理工作。截至目前，已
执行到位金额超过 20万元，其中王某
已承诺分期缴纳剩余款项。

“罚金刑执行大数据模型通过对
比工作与收入数据，能够高效筛查出
可能具备履行能力的人员，从而有针
对性地开展财产核查工作，拓宽了财
产刑执行监督线索的来源。这不仅有
利于依法监督审判机关在刑事裁判涉
财产部分的执行工作，还能及时为国
家挽回经济损失。”松滋市检察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松滋市检察院运用罚
金刑执行法律监督模型筛查了 61 件
职务犯罪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
行案件。该院将继续以检察监督规
范助推审判机关在刑事裁判涉财产
部分执行的规范化进程，推动建立法
检协作机制，让任何企图转移财产、
抗拒或规避执行的行为受到法律的
严厉制裁，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司
法的权威。

荆州公安：

小案“朝发夕破”民生守护分秒必争
□ 记者 张明金 通讯员 张雪

“从报警到破案只用了 6分钟！”3
月 24日，荆州区徐先生遭遇车内财物
被盗后，警方通过视频追踪1分钟锁定
嫌疑人，5分钟后在小区附近将刘某抓
获。现发案件“朝发夕破”，在荆州已经
屡见不鲜。

为推动民生案件快侦快破，荆州
区公安分局探索出台《案件类警情闭
环处置机制》，构建“1分钟签收、5分
钟通知、10分钟响应、30分钟支撑、1
小时反馈、24小时督办、周期性闭环、
破案后复盘”的工作闭环，真正实现

“一点发起、多点响应、分级研判、快抓
深挖”。

这种转变源于荆州市公安局侦查
中心的机制革新。荆州公安以“专业+
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为牵引，

打造“横向警种融合、纵向市县贯通”
的双维作战体系。横向上，采用“1+
1+N”最小作战单元模式，每起案件配
备侦查中心主侦人、警种主侦人及专
业研判团队；纵向上，建立“市局-分
局-责任区-派出所”四级打击架构，
实现“研判即指挥、发现即打击”的快
速反应机制。

3月 5日，嫌疑人龚某在松滋市盗
窃商铺作案后逃往常德，侦查中心立即
启动“环荆警务协作机制”，24小时内
联合湖南警方完成跨省抓捕，破获串案
8起。“通过构建协同高效的作战模式，
打破技术、区域和信息壁垒，让流窜作
案的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办案民警深
有感触地说。

“过去靠人海战术，现在靠信息赋

能。”市局侦查中心负责人介绍，现在配
合视频追踪、数据碰撞等技术，为串并
小案、侦破大案提供有力支撑，案件侦
破呈现质的飞跃。

数据显示，从去年 11 月至今年 4
月的民生案件大会战期间，传统盗抢骗
刑事案件发案降幅超55%，盗窃行政案
件现案结案率67%，位居湖北省前列。

3 月 24 日，监利市民刘女士捧着
“破案神速”锦旗来到福田寺派出所。
去年6月她遭遇冒充公检法诈骗损失8
万元，警方跨省追击，全额追回钱款。

“被骗后每晚失眠，现在终于能睡安稳
觉了。”刘女士的感慨，道出群众对公安
机关“破案更要追赃”的深切期盼。

在沙市区立新派出所的赃物返还
仪式上，138块被盗电瓶整齐排列。领

回电瓶的餐饮店主张师傅算了一笔账：
“一块电瓶被偷就能耽误半天得生意，
人民警察在切实解民忧。”这样的场景
正是荆州公安践行“小案不小看、小案
不小办”理念的生动写照。

如今，“破案快、挽损实、民心暖”已
成为荆州公安的新名片。从构建智慧
警务闭环到织密跨区域协作网络，从科
技赋能精准打击到追赃挽损全力护民，
这场以民生为导向的警务变革正持续
释放红利。

“每快一分钟破案，群众损失就少
一分；每多追回一笔赃款，社会信任就
增一分。”荆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深化“专业+机制+大数据”
的现代警务模式，让“平安荆州”的成色
更足、底色更亮。

本报讯（记者佘海艳 柯以鹏 通讯
员朱贝）夏日来临，气温渐升，未成年人
防溺水安全教育迫在眉睫。5月7日上
午，沙市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区人大代
表、选民代表 20余人开展预防未成年
人溺水工作观摩活动，以“知识普及+
实战演练”形式为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拧
紧“安全阀”。

上午 8时 50分，水上应急救援及

装备演练在康家桥游泳俱乐部基地紧
张进行。现场模拟“溺水者”在江水中
双手不断拍打、身体浮沉的危急场景。

“立刻出动遥控救生圈！”沙市区云救援
志愿服务中心队员迅速投放远程遥控
式救生圈，在遥控器操控下，救生圈快
速“游”向落水者，几分钟便将其转移至
岸边安全区域。

随后，救援队依次开展桨板施救、

橡皮冲锋舟救援、救生杆救援、潜水救援
等多种实战演练。救援人员科学运用
新老救援装备，注重人员配合，既提高了
救援队快速反应时间，又检验了救援能
力，为科学有效处置突发险情筑牢基础。

与此同时，在荆州市田家炳中学操
场，沙市区 2025年预防未成年人溺水
集中宣教仪式正式启动。区应急管理
局、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发起“护苗行

动”，通过科普宣讲、心肺复苏课展示、
学生集中宣誓、救援装备展示等环节，
向全体师生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安全
知识，让安全意识扎根孩子心中。

活动中，区人大代表就完善联防联
控机制等提出建议。沙市区应急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强化重点时段巡
查，推动防溺水教育进校园、进社区，全
力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人防+技防”双管齐下

沙市区织密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网

水上应急救援及装备演练。 救援装备展示。

近日，松滋市老城镇畜牧兽医技术
服务中心动物防疫专员黄京军荣获湖北五
一劳动奖章。

在松滋老城镇，提起“黄医生”，
养殖户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背
着药箱穿梭于猪舍牛栏间的乡村兽
医，用 20 年的坚守与奋斗，诠释着一
名畜牧基层劳动者的匠心与担当；以
精湛的技术和无私的奉献，成为了行
业标杆。

2003年，20岁的黄京军从学校毕
业，成为老城镇兽医站的一名乡村兽

医。初出茅庐的他，面对村民的质疑，也
曾倍感压力。“当时养殖户看我年轻，觉
得经验不足，有问题只愿意找老兽医。”
黄京军回忆道。不服输的他暗下决心，
一边钻研动物病理知识和诊疗技术，一
边主动上门服务，用行动证明自己。

18年间，他的足迹遍布老城镇 17
个村居、210个村民小组。无论是深夜
的急诊电话，还是酷暑寒冬的出诊需
求，他从不推辞。渐渐地，“黄医生”成
了村民的“定心丸”。新华村村民感慨：

“只要一个电话，他随叫随到，这样的医

生我们信得过！”
2021年，因业务能力突出，黄京军

被调至松滋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专职
从事动物检疫工作。面对新领域，他再
次以“学徒”姿态从头学起。每天凌晨，
他驱车 30公里赶到屠宰场，跟着老师
傅练习刀检、镜检、“瘦肉精”快检等技
术，很快便成为行家里手。

“防疫无小事，一头猪、一只鸡的健
康，都可能影响养殖户一年的收入。
黄京军始终将责任扛在肩上。他负责
的片区，防疫密度和抗体合格率连续多

年保持 100%。2023 年，他在湖北省
“工匠杯”动物检疫员技能竞赛中斩获
个人一等奖，并带领团队夺得优胜奖，
荣获“湖北省技术能手”称号。

从普通乡村兽医到湖北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黄京军凭借对专业的执着
追求，严格要求自己，实现了畜牧人的
人生价值。“这份成绩属于团队，更属于
信任我的养殖户。”面对荣誉，他依然谦
逊。他表示，未来，将不改初心，继续加
强专业知识学习，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为畜牧兽医事业高质量发展奉献力量。

扎根基层守初心 匠心筑梦践使命
——记湖北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黄京军

□ 记者 廖程帆 通讯员 张杰 卢星同

本报讯（记者王大玲）用音乐律动点
燃城市夜空，用舞蹈唤醒年轻的心……

“五一”假期期间，荆州经开区泓光·悦
邻广场举行“文化赋能商业，邻里共享
美好”生活节，累计吸引超过5000人次
参与，线上曝光量突破20万次，直接带
动区域消费增长35%。

活动期间，活动主办方联合本地顶
流舞团发起随机舞蹈挑战，抖音话题

“悦邻随机舞”播放量超万次，带动项目
周边餐饮商户消费增长约 40%；本土

乐队专场演出融合流行音乐与慢摇滚
元素。舞台互动环节中，多位居民上台
分享生活故事，强化“熟人社区”的情感
纽带。此外，还放映 8场次热门电影，
吸引不少市民“沉浸式”观看。

为满足市民多元化需求，广场周边
集结10余家特色小吃、零食饮品摊位，
餐饮商户同步推出“夜间限定套餐”，商
户单日营业持续额突破。针对K-POP
文化爱好者，活动主办方策划“集卡兑
换活动”，满足条件即可兑换礼品。

荆州经开区：

多元活动矩阵 激活社区活力

“满满一笼！”近日，荆州高新区太
湖港街道罗滩社区车沟队村民徐元波
下塘捕虾，将塘里的捕虾笼使劲一提，
便听见里面“哗啦哗啦”的响动，那是小
龙虾在笼里蹦跳，他咧开了嘴角：“这一
笼，至少有20公斤！”

现在正是精养清水小龙虾上市的
季节，像这样的捕虾笼，在他的塘里一
个挨着一个。徐元波说，今年他投放了
250公斤虾苗，又添了一块14亩的塘，
因为水质好，成活率达到95%，预估收
入接近20万元，“纯利润比去年还要高
不少。”

今年虾苗价格比去年贵，成虾销售
价格与去年持平，但为何纯收入比去年
高？这是水生态环境变好带来的效益。

在车沟队村，小龙虾养殖是村民的
主要经济来源。过去因为沟渠水质差，
养殖成本高，村民收入并不可观。徐元
波说，河渠水质不好，下虾苗之前就要
灭青苔、灭螺，喂养时还要投养藻类、打
井抽水，一亩塘的养殖成本比现在高出
5000余元。

沟渠是长江的毛细血管，近年来，
罗滩社区扎实推进支流沟渠清淤疏浚、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小微水体管护，水

质持续好转。
徐元波虾塘的边上就是五支渠，只

见渠水清澈见底，水草随波摇曳，不时
有鱼群穿梭其间。罗滩社区党总支副
书记邓汉鹏说，社区境内有4条沟渠，均
为港中渠支渠。在“清渠洁岸”和“清洁
家园”行动中，党员干部、志愿者和村民
一起动手，清理了沟渠杂草和淤泥，让
水系畅通、水质好转。同时，还开展生
态治理，投放千斤鲩鱼、鳊鱼，养殖净水
植物，如今水质稳定在Ⅲ类标准以上。

村口，荆州骁逸水产养殖合作社门
前，工人们正忙着将刚收上来的小龙虾
分拣、称重、打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合作社负责人张翔说，4月至10月
都是小龙虾销售旺季，今年产量比去年
增长 20%，现在每天可收 3000 斤，主
要销往北、上、广、江、浙、沪，单日产值
达到4万元。

好生态带来产业兴、促进百姓富。
邓汉鹏介绍，今年精养小龙虾农户平均
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5%，社区还将抢
抓荆州高新区打造国家级农产品物流
交易与加工中心的机遇，围绕小龙虾谋
划延伸产业链，让小龙虾“蹦”出乡村全
面振兴新活力。

荆州高新区太湖港街道：

小龙虾“蹦”出乡村振兴新活力
□ 记者 黄思明 孙颖 通讯员 佘其军

本报讯（通讯员李新建）近年来，
石首市教育局持续推进“家校共育提
质工程”，规划今年在全市建成 20 个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以“家校共育”切
实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日前，石首市教育局出台相关文
件，不断推进全市中小学校特色“家校
共育”活动走深真实。活动开展以来，
各校建立并完善工作体制机制，积极创
新工作方式，拓宽互动领域，丰富活动
内容，形成了心理赋能、学情分析、成长

对话及请进来、走出去等活动品牌，家
长出题、老师和学校答题等主题活动成
为各校常态，有力促进了学生快乐、健
康成长，家长满意率达97%以上。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立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是“家校共育”活动的进一
步深化与拓展，将开发“家校协同数字
平台”，通过“百名导师进社区”“千家案
例云分享”等活动，有效构建起“家校共
育”立体化网络，让教育合力真正成为
学生成长的“能量倍增器”。

石首市：

今年将建成20个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