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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船上到陆地，
生活越来越好

1958年 8月 1日，华庆富在焦山南边芦
柴滩边的一条木船上出生，他是家里的第 9
个孩子。一家靠捕鱼为生，他对长江有着深
厚又特殊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前，华庆富的父母划着一条
破旧的渔船漂泊到镇江，见这里自然环境
好，捕捞水域开阔，便将船停在焦山西边，从
此在这片水域扎下了根。

“渔翁起三更，出入风波里”。华庆富自
小跟随父母在自家船上出江捕鱼，小小年纪
就体会到渔民生活的辛苦，“全家人吃住都
在船上，船就是我们流动的家。捕鱼一般选
择在夜间起航，主要是为了趁夜间涨潮时能
够尽可能网到更多的鱼。没有动力的渔船全
靠人力划桨，扯篷或拉纤前行。”

华庆富说自己小时候根本就不喜欢吃
鱼，“江水煮江鱼，听起来时鲜美味，可没有
油，没有任何佐料，只能用点盐煮煮，这样烧
鱼怎么会好吃？”

常年在水上日晒夜露、风吹雨打，人身
安全也没有保障。华庆富的姐姐曾在玩耍时
掉进江里，父亲发现后将她打捞上船时已经
窒息，急忙将她趴在倒扣的锅上，吐出腹内
的水，才救了回来。船上最怕风浪，有一年夏
天忽然狂风暴雨，木船漂荡不定，巨大的拉
力即将要把铁锚从泥沙中扯动，仿佛随时就
要彻底沉没。父亲一个猛子扎入江中，死死
按住铁锚，才保住一家人的性命——这一
幕，华庆富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1966年，政府开始陆续安排渔民陆上定
居，在江南桥边上的芦苇滩划了一块土地，
围了江堤给渔民安居。华庆富的父亲带着全
家搭了间草棚，“用芦苇糊上泥巴作墙，草席
盖顶。”这间芦苇房在华庆富的眼里已经非
常好了，“从船上到了地上，从此，我们在陆
上有了家。”

1970 年左右，政府再次给渔民拨款建
房，“一排 10 间房，七架梁，一间 20 多平方
米，每户可分到一间。”从草房到瓦房，华庆
富一家觉得生活越来越好了，“再不必为大
风大雨担惊受怕。”

过去渔民没有土地，流动户口，孩子无
处上学。1968年，父亲做了一个决定，改变了
华庆富一生的命运。这年秋天，已经 10岁的
华庆富被父亲送进当地小学读书，他也成为
家里 9个兄弟姐妺中唯一接受教育的孩子。
因为经常要跟父母外出打鱼，生活漂泊不
定，他在17岁时勉强念到四年级就辍学了。

过去渔民大都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当
时的渔业公社领导看他有文化，能读报纸，

能记工分，把他调到立新渔业大队当记工
员。1980年，22岁的华庆富被提拔为副大队
长，并光荣入党。他满怀深情地说：“是党把
我从‘渔花子’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
基层干部。”

1984年，26岁的华庆富成为立新农业大
队年轻的书记（2006年担任新金江社区党委
书记直至退休），从此开始他 30多年的基层
书记生涯。

用心服务渔民，
成渔民的贴心人

常年在农村一线工作，毫不夸张地说，
华庆富一生都在跟渔民打交道。新金江社区
是一个纯渔民的社区，所辖长江岸线约40公
里，是上世纪6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渔民陆上
定居的聚集点，这里居民祖辈大多以捕鱼为
生。

华庆富对渔民的生活了如指掌，他回忆
道，改革开放后，渔民的生活渐渐好转。1983
年开始，渔业公社实行包渔到户，责任到人。
从过去渔货全上交水产公司，改为自产自
销，渔民每年只要交纳几百元不等的管理费
用。1997 年左右，渔民不再交纳管理费，此
时，家家都装上了柴油机、挂浆机，生产力水
平大大提高。“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小船换大
船，生产力提高了，渔民的口袋鼓了，生活条
件都纷纷改善了。”

俗话说，“七九的河豚、八九的刀鱼。”农
历数九中的七九、八九是长江里河豚、刀鱼
最美最鲜嫩的时节，镇江人的习俗是过了清
明就不吃刀鱼，因为鱼刺变硬了。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长江被污染，渔民们发现“鱼
少了、小了，味道不如从前了。”“过去长江边
上芦苇滩里的水碧清，可以抄起来就喝，现
在有味道再也不敢喝了。”

华庆富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一网刀鱼
能打两三千斤，几毛钱一斤。后来产量低了，
网眼越来越小，致使鱼也小了，价格却越来
越高。”约在10年前，渔民陆桂富打到过两条
刀鱼，二两三两各一条，卖了2800元。

进入21世纪，长江野鱼衰退的信号已经
十分明显，这让多年来用心服务渔民，一心
想要繁荣渔耕文化的华庆富焦虑，“为了子
孙后代，保护长江刻不容缓。”

2006年、2009年、2019年，镇江先后三次
开展部署渔民退捕上岸计划。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润州区退捕工作画上句号，358本渔
业捕捞证全部注销，3000多名渔民全部上岸。

“十年禁渔”工作重点在渔民，难点也在
渔民。退捕工作开展以来，华庆富全力做好
退捕渔民的分类帮扶和保障工作，确保小康

路上渔民一个都不少，被称为“渔民的贴心
人”。

昔日捕鱼为生，
如今护渔为职

奔涌不息的长江是一座生态宝库，长期
以来人类活动严重威胁着长江生物的多样
性。“十年禁渔是党中央为全局计、为子孙谋
的重大决策，是推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华庆富说，渔民们
对此十分支持。

生在长江边，吃着长江水的渔民们，眼
瞅着长江资源变得越来越少，都清楚地明
白，“我们靠水吃水，但也要有一定的底线，
不能竭泽而渔。”

2021年 9月，和平路街道充分发挥退捕
渔民熟悉水环境的优势，成立镇江市首支专
业护渔队，聘请华庆富担任队长。在向大家
宣传“我们要保护好长江，造福子孙后代”的
同时，他用实际行动带动昔日的捕鱼人加入
了护渔行列。护渔队在辖区江段设立 4个护
渔点，华庆富带着 9名护渔队员不分酷暑严
寒，沿长江分段24小时不间断进行巡视，“巡
查面积岸上 11.5 公里，连江面上一起，算起
来是31.5公里。”

“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骑电动车在堤岸
上巡逻和上执法船江面巡逻，对体力和眼力
都是一种考验。”护渔队员赵金宝深有体会，

“最难熬的就是冬天，江风吹在脸上像刀割
一样，风透过棉衣钻进身体，冰冷刺骨。”无
论多苦，队员们都坚守岗位，“我们要保护好
长江，造福子孙后代。”

一年多来，护渔队共清理残余网具 400
张，劝阻非法垂钓 200多起，收缴钓具 300余
副，配合公安等部门执法6次。在队员们的共
同努力下，长江镇江水域违规垂钓、非法捕
捞等行为明显减少，周边的生态环境日渐转
好。2022年，护渔队荣获长江流域禁捕水域
渔政协助巡护优秀队伍三等奖。

护渔队员们每每在江上巡查时看到水
面上涌起水花就会兴奋，“那下面肯定有大
鱼。”“长江的生态越来越好了，天气暖和一
点，我们在江上巡护看到过鱼群跃出水面景
象，还有大鱼直接跳到执法艇的甲板上来。”
华庆富欣慰地说，“能为守护长江做点贡献，
我们的队员们都很骄傲。”

从社区书记到护渔队长，从渔民的贴心
人到长江的守护者，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华
庆富的身份变了，职责也变了，但不变的是
他对长江的感情，“自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政
策以来，长江镇江段沿线真正成为生态栖居
之地。”

我市首支专业护渔队队长华庆富：

从渔民的贴心人到长江的守护者
本报记者 马彦如

“禁捕以来，明
显发现长江的鱼群
多了，还看到过江
豚，感觉这个工作
很有意义。”早春天
气乍暖还寒，长江
航道码头边，华庆
富和护渔队员们登
上巡逻艇，对沿江
水域进行日常巡
查。

华庆富曾经担
任润州区和平路街
道新金江社区党委
书记，过去，他最关
心的是如何让辖区
内的渔民多打鱼，
提高渔民的生活质
量。长江流域开启
十年禁渔以来，他
的工作来了个180
度的大转变，开始
联合街道、社区组
建镇江首支专职护
渔队，带领渔民转
变身份成为护渔队
员，与非法捕捞者
斗智斗勇，成为长
江生态系统的守护
人。

本版摄影 马彦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