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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兴起库区兴起““新时尚新时尚””
4 月 19 日，谷雨，万物蓬勃的时节。

暖阳从天际轻轻泻下，与铁山水库连成
一片，天蓝、水清、岸绿，铁山水库水源地
保护区宛然成了一幅风景画。

从公田、毛田到月田，走完库区三
镇 ，记 者 强 烈 感 受 到 了 一 种 “ 新 时
尚”——垃圾分类处理。关于这个话题，
随口问起当地居民，他们都能如数家珍。

“生活垃圾分类后，倒入家门口统一
配发的垃圾桶，由村里的保洁员收集后
送上垃圾转运车，转送至附近的垃圾中
转站，进一步分类、压缩后再运往新开垃
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当天，毛田
镇的一位居民生动地为记者讲述了“一
袋垃圾的旅程”。

在库区三镇，共有10个垃圾中转站，
年轻小伙彭滔是“总管家”。天天与垃圾
打交道，彭滔却很洒脱：“习近平总书记
在上海考察时曾说过，‘垃圾分类工作就
是新时尚！’”

“以前垃圾不分类，一般都是就地焚
烧填埋，黑烟大冒污染空气，污水渗漏污
染地下水。现在，居民生活垃圾全程密
闭化处理。”指着垃圾转运车，彭滔还向
记者“炫耀”了起来：“这车，都是最新款
的，运输途中不漏不洒，避免二次污染。”
看得出，小伙子不但很热爱目前的工作，
而且充满自豪感，他说：“推动习近平
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在铁
山库区开花结果，我也是出了力的！”

告别焚烧填埋，推行“户分类、村收
集、镇集中、县转运”的垃圾处理模式，在
岳阳人民“大水缸”的周边正流行。

本报记者 张小弓

未来未来
东洞庭湖千帆不再东洞庭湖千帆不再

走近岳阳县鹿角渔船拆解点，入眼
便是数十条被搁置在岸上的大小渔船，
远处挖掘机隆隆作响，已经被拆解的船
只零件被有序地堆放在一旁，而在更远
处，还有几艘大型渔船正搁浅在岸边，仿
佛一只只沉睡的巨兽。

自 2019 年 7 月以来，经过半年多的
推动，东洞庭湖的退捕渔船拆解工作已
经接近尾声。回首一年以前，东洞庭湖
还是渔船往来，沿岸满满当当的渔船灯
火。一盏渔灯代表的就是一户渔民人
家，随着禁捕工作开展，渔民们也逐渐放
弃了捕鱼生活，开始回归岸上。

根据禁捕退捕办副主任何辉介绍，
岳阳县全县现有持证专业渔民 651 户
2682人，渔船1508艘，无证兼业渔民400
户474艘渔船。目前已完成持证渔民渔
船价值评估1404艘。截至4月2日共有
582户签订了渔船拆解协议，累计拆解渔
船1282艘，拆解进度为91.3%。

渔民们放弃捕鱼回归岸上后的生活
安置？何主任向记者表示，中央已经进
行了相应的财政拨款。首先将会针对每
艘渔船的材质、市场价格做出评估后进
行补贴，然后再引导渔民们进行就业，使
渔民上岸后生活得到妥当安置。

作为水生生物保护区，根据中央指
示，东洞庭湖此次禁捕时限将不再是五
年或者十年，而是永久性禁捕。在未
来，东洞庭湖上渔船来往的画面将不复
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鱼虾竞越的美
好景象。 本报记者 李 凯

□本报记者 仇玉姣

洞庭湖最美的季节是春天。在晴朗的四
月，临湖眺望，天空呈淡蓝色，白云环绕，湖州
青绿，湖鸥浅浅掠过，卷起一两朵浪花，江豚
跃出水面，调皮地留下一道拱形身影……

4月19日上午，岳阳日报全媒体记者沿江
采访团一行人，乘坐岳阳县砂石办执法二大
队的执法船，深入岳阳县东洞庭湖水域查看
打击非法采砂工作成果，一幅洞庭春景图徐
徐展开。

这幅图的背后，蕴含着众多人的心血。
岳阳县东洞庭湖水域，面积约1328平方

公里，砂石资源丰富。前些年，由于非法采砂
猖獗，对洞庭湖的水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非法采砂后，水体变得浑浊，特别是对
鱼类和江豚的生存环境影响很大；还会加剧
堤脚和河床的侵蚀掏空，引起河势变化；对航
运安全和行洪安全也有很大危害；对国有砂
石资源来说，是一种流失。”谈及非法采砂的
危害，岳阳县砂管局副局长方振湘如是说。

打击非法采砂，刻不容缓。为加快改善
东洞庭湖生态环境，岳阳县自2017年1月8日
全面停采，由县砂管局(办)牵头协调相关部
门，组织开展了岳阳县东洞庭湖水域打击非
法采运砂专项整治行动、“小蜜蜂”非法改装
船只专项整治行动及水上联合执法稽查，非
法采运砂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记者首先来到的是东洞庭湖中洲大堤南
套水域，这里是由海事部门指定的安全水域
集中停靠点，共停靠工程船 20 条，每天都有
专人在该水域进行巡查。停采期间，一旦发
现擅自开挖行为，一律作盗采给予严厉打击
处理。

在岳阳县与汨罗、沅江交界的水域，水天
相接，风平浪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过去这
里的盗采现象十分猖獗。“交界处难以管理，
是我们监管的重点区域。”岳阳县水利局水政
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吴广新说。

继续沿着航道向北行驶，到达的是六门
闸水域工程船集中停靠点，目前停靠工程船
36条。其中有不少船只因许久没有移动，已
经生锈、长草。记者经过一条工程船时，可以
清晰地看到船上野草丛生。

“我们晚上也要巡查，为了方便监控，会
将执法船停靠在工程船的边上，在船上过
夜。”岳阳县砂石办执法二大队大队长丁勇指
着工程船说道。

在执法人员看来，普通的采砂船一旦开
采，容易辨别，最恼人的是一些盗采者利用非
法改造船只（俗称“小蜜蜂”）进行盗采，增加
了辨别难度。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尽管如此，狡猾
的盗采者还是很难逃过执法人员的“火眼金
睛”。

“最近的一次盗采行为发生在 2019 年 2
月7日。早上7点，巡查人员在六门闸水域发
现一台非法改造船只正在盗采运输砂石，当
即联合公安部门现场进行了查处。”吴广新介
绍，该船只共有3人获刑，判处4个月拘役并
处罚款，没收船只并销毁。这也是全省目前
打击非法采砂力度最大、最彻底的一起案件，
有力地震慑了盗采行为。从那之后，岳阳县
东洞庭湖水域至今未发现新增盗采现象。

到达下草咀时，一个塔状建筑物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据介绍，这是一处数字化
监管站，于2019年6月份建成，能24小时
全天候实时在线监控。监管站采用高科技数
字化传感技术、三光谱超远距离摄像机、半径
达20公里的雷达扫描、高度集成的智能终端，
以及云平台等“四位一体”的智能联网、智能
分析和管理，可以对非法采砂行为及时发现、
锁证、预警和执法调度。像这样的数字化监
管站，岳阳县东洞庭湖水域共有4个，大大加
强了东洞庭湖重点水域河道管理，提高了监
管效率。

金盆港，曾是岳阳县砂石的主采区，在采
砂者眼中是名副其实的“金盆”，有26条采砂
工程船和几百条运输船在这里作业。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自全面停采以来，金盆港
水变清了，洲滩线变绿了，现在还可以经常看
到江豚，返回这里的鸟类也越来越多。

下午14时许，记者来到了岳阳县砂管局
监控中心。该中心为岳阳县东洞庭湖数字化
监控平台，可以对禁采区进行全天候在线实
时监测，智能传感器自动采集和判断非法采
砂行为的发生时段和位置。监控员宋睿演示
了一遍声音传感器的工作流程，整个过程流
畅、快捷、准确。

“这两年，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比
如，野鸭就比之前多了很多。”宋睿找到2019
年11月21日监控平台监测到的一组画面，在
东洞庭湖南套水域，白色的芦花随风飞舞，上
百只野鸭在水中嬉戏。

渚清沙白鸟飞回。结束采访时，回望碧
波浩荡的洞庭湖，诗圣杜甫的名句突然浮现
脑海。一种穿越古今的情感涤荡心间：无论
何时，人都应与自然和谐共生。

记者手记：

洞庭湖，是岳阳人的母亲湖。守护好母
亲湖，是岳阳儿女应尽的责任。但是，有些人
总是对“母亲”过度索取，非法采砂，就是这
样。只需一个晚上，一艘大型的采砂船，就能
采到价值上百万元的砂石。巨大的诱惑下，
盗采现象十分猖獗，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日
益严峻。

为改善东洞庭湖生态环境，岳阳县全面
停采，铁腕打击非法采砂行为，成效显著。记
者一行从东洞庭湖中洲大堤南套水域上船，
一路向北，过岳沅界、岳汨界水域，经六门闸、
鹿角，再到下草咀、金盆港，真是极目楚天舒！

禁采带来的生态变化，令人欣喜。同事
志哥感慨道：“水清了，鸟多了，船少了，景美
了。”这短短十二字，浓缩了我们一天的采访
感悟。

岳阳县砂石办一、二执法大队，每天在东洞庭湖各巡
查一次 王 志 摄

中洲南套水域集中停靠的采砂船 仇玉姣 摄

岳阳人的岳阳人的““大水缸大水缸””———铁山水库—铁山水库 张小弓张小弓 摄摄

岳阳县鹿角渔船拆解点 李 凯 摄

岳阳县自2017年1月8日全面停采砂石后，东洞庭湖的水清了，鸟多了，船少了，景美了。 王 志 摄

东洞庭湖岸绿了 王 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