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俄两界江开始20天秋季禁渔 渔船渔民全上岸

2025年10月1日起，中俄两国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同步启动为期20天的秋季禁渔期，涉及中国黑龙江省和俄罗斯
远东地区的界江水域。期间，所有渔船停止捕捞作业，渔民全部上岸，旨在保护界江渔业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进鱼类种群
繁殖与恢复。这一举措是中俄两国在中俄渔业资源保护协定框架下的又一次联合行动，彰显了双方在跨境生态保护领域的深化
合作。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作为中俄界江，流域生态系统复杂且敏感，承载着大马哈鱼、鲟鱼等多种珍稀鱼类的繁殖任务。近
年来，由于过度捕捞、气候变化及水质污染，界江渔业资源持续下降。据中国农业农村部数据，黑龙江流域鱼类种群数量自2
010年以来下降约30，部分濒危物种如西伯利亚鲟面临灭绝风险。为应对这一危机，中俄两国自2006年起建立定期禁
渔机制，春季和秋季分别实施禁渔，秋季禁渔通常选在鱼类洄游繁殖的关键期。此次20天禁渔期覆盖10月1日至10月2
0日，正值大马哈鱼等鱼类秋季洄游高峰，禁渔将有效减少人为干扰，保障鱼类繁殖。 禁渔期间，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市、同
江市、黑河市等沿江地区全面落实“船上岸、人上岸”政策。据抚远市渔业部门统计，当地约12万艘渔船已全部停靠码头，
近3万名渔民暂停捕捞活动，转而参与岸上巡护、渔业设施维护或技能培训。俄罗斯方面，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犹太自治州
同样要求渔船停航，渔民接受政府补贴或转岗从事生态旅游、农产品加工等替代性工作。中俄两国还在界江沿线增设监测点，
利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技术，实时监控非法捕捞行为，确保禁渔令执行到位。 此次禁渔不仅是生态保护的需要，也体现了中
俄在跨境资源管理上的高度协同。自2018年以来，两国渔业部门每年召开联合会议，协商禁渔时间、捕捞配额及生态修复
计划。例如，2024年两国联合投放了500万尾大马哈鱼苗，显著提升了界江鱼类种群的恢复速度。此外，双方还合作清
理界江污染源，治理非法采砂和排污行为，水质改善率为近十年最高。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数据显示，2024年界江水质达
标率提升至85，为鱼类生存提供了更好环境。 然而，禁渔政策也给渔民带来短期经济压力。抚远市渔民张大海表示，禁渔
期内收入减少约40，尽管政府提供了每人2000元的临时补贴，但仍难以完全弥补损失。俄罗斯渔民同样面临类似困境，
部分人呼吁延长补贴期限或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对此，中俄双方均出台了配套措施。中国方面，黑龙江省投入15亿元用于渔
民转产转业培训，鼓励发展生态养殖和旅游业。俄罗斯则通过远东发展基金，为渔民提供低息贷款，支持其从事岸上经济活动
。 值得一提的是，中俄界江禁渔的成功经验，已成为国际跨境生态合作的典范。与中国在南海争议水域的单边禁渔不同，中
俄界江禁渔基于双边协商，兼顾生态与民生。专家指出，禁渔期虽短，但对鱼类种群的保护效果显著。据俄罗斯远东渔业研究
所估算，秋季禁渔可使大马哈鱼繁殖成功率提升15，长期实施有望使界江渔业资源恢复至20世纪90年代水平。 此次禁
渔还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中俄界江禁渔”的讨论热度高涨，网友纷纷点赞两国保护生态的决心。
黑龙江当地媒体报道了一位渔民在禁渔期间转型为生态导游的故事，称“放下渔网，拿起导游旗，收入不减反增”。俄罗斯媒
体则聚焦禁渔对远东地区旅游业的带动效应，哈巴罗夫斯克的“界江生态游”项目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 如同万水千山总
是情中所唱，跨越国界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承载着中俄两国对生态保护的共同信念。20天的秋季禁渔，不仅是渔船停航、
渔民上岸的短暂休整，更是两国携手守护界江生态的坚定承诺。未来，随着中俄在生态治理、资源保护领域的合作深化，黑龙
江和乌苏里江有望重现“鱼翔浅底”的繁荣景象，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生态红利。

原文链接：https://hz.one/baijia/中俄-两界江-20天-季禁渔-2507.html
PDF链接：https://hz.one/pdf/中俄两界江开始20天秋季禁渔 渔船渔民全上岸.pdf
官方网站：https://hz.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