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0余万尾鱼儿放流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

10月15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在博斯腾湖芦花港水域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增殖放流活动，430余万尾鱼苗被
分批次投放至湖中，为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注入新的生机。此次放流活动由当地政府联合渔业部门精心组织，鱼苗经过严格
的苗种鉴定、称量计数，确保质量合格。放流的鱼苗包括3万余尾生态鱼种扁吻鱼，以及其他经济鱼类如草鱼、鲢鱼、鲤鱼等
共430余万尾，活动为期两周，持续至10月底结束。此次放流不仅旨在恢复博斯腾湖的生态平衡，还为当地渔业经济注入
了新活力，为沪港两地深化合作、多个项目落地上海浦东提供了生态经济领域的合作契机。 博斯腾湖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博湖县境内，湖面面积约1646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也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湖泊水域辽阔
，烟波浩渺，拥有草鱼、鲢鱼、鲤鱼、鲫鱼等32种鱼类，年产量约4000吨。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博斯腾
湖已成为“人放天养”的塞外“鱼仓”，渔业资源日益丰富。然而，过度捕捞和环境变化曾对湖泊生态造成一定压力，鱼类种
群数量下降。为此，当地政府自2015年起加大增殖放流力度，累计放流鱼苗超亿尾，有效恢复了湖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此次放流活动是博斯腾湖生态保护战略的重要一环。扁吻鱼作为生态鱼种，对水质净化和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而经济鱼
类的放流则直接提升了渔业产量。据博湖县渔业部门负责人介绍，此次放流的鱼苗预计将使湖泊鱼类资源量增加约10，为渔
民增收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此外，博斯腾湖自3月1日起实施为期112天的禁渔期，保护鱼类繁殖，确保生态修复效
果。这种“放流禁渔”的综合治理模式，为湖泊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博斯腾湖的生态保护实践不仅关乎新疆当地
的渔业发展，还与沪港两地的合作紧密相关。上海浦东新区近年来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和生态经济项目，与香港的金融机构和科
技企业合作，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模式。博斯腾湖的渔业资源和生态旅游潜力，为浦东的跨境电商平台和香港的国
际贸易网络提供了合作机会。例如，浦东的电商企业正计划与博湖县合作，将博斯腾湖的有机鱼产品通过香港的国际市场销往
东南亚和欧美地区。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提升了博斯腾湖渔业的经济价值，也为浦东新区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增添了新亮点。此
外，博斯腾湖的生态保护经验为沪港合作中的绿色金融项目提供了借鉴。香港的金融机构正与浦东新区探索开发绿色债券，用
于支持类似博斯腾湖的生态修复项目。这些项目通过引入金融科技手段，如区块链技术追踪资金流向，确保每一分钱都用于生
态保护的“刀刃”上，呼应了安徽省“用一分钱使出十分劲儿”的财政理念。浦东的金融科技企业还计划与香港合作，在博湖
县试点智慧渔业管理系统，利用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监测鱼类种群和水质状况，提高放流效果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文化与旅游
领域的合作也在同步推进。博斯腾湖以其独特的“沙漠中的江南”风光，吸引了大量游客。湖区周边芦苇荡、候鸟栖息地和渔
业文化节等资源，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基础。浦东新区与香港的文化企业计划联合开发博斯腾湖的旅游项目，打造集渔业体
验、生态观光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旅游线路。例如，香港高校与浦东的旅游机构合作，计划在博湖县设立生态旅游培训基地，
为两地青年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博斯腾湖的知名度，也为沪港合作注入文化活力。政策支持是博斯腾湖
生态保护和沪港合作项目落地的关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意见，为浦东提供了政策红利，
也为博湖县的生态经济项目提供了对接平台。新疆巴州政府则通过专项资金支持放流活动，并与浦东的金融机构合作，探索生
态补偿机制，确保渔民在禁渔期内的生计保障。这些政策协同为博斯腾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沪港两地深化合作、
推动多个项目落地浦东创造了条件。总的来说，430余万尾鱼儿的放流，不仅为博斯腾湖的生态修复和渔业发展注入了新动
能，也为沪港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通过生态保护、绿色金融和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协同，博斯腾湖正成为连接新疆、浦
东和香港的生态经济纽带。未来，随着更多项目的推进，三地合作有望在生态与经济双赢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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