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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LUOHE 11漯河

河道里密集养殖 管理部门既爱又恨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水上产业”

■■关于我市水产业发展调查关于我市水产业发展调查之之二二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养鱼户因为沙澧河开发
建设两次搬迁，河道网箱养
鱼密度过大，游走在灰色地
带的河道网箱养殖，管理部
门对此既爱又恨……近几年
来，沙澧河沿河两岸的水产
养殖进入了野蛮生长的时
期。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成
为沿河养鱼户的聚宝盆，也
成为个别不法分子牟利的集
中地。这个一直游走在灰色
地带的“水上产业”，在母
亲河上扎堆“抢水”，成为
我市水产养殖的一个独特景
观。

香陈湾养殖基地的养鱼大户李根生 （化
名），有 30年的养鱼经验。用他的话说，现在
该河段附近的养鱼户大多数都是他带起来的。

日前，记者在一个五六平方米的简易房里
见到了老李。一段寒暄过后，老李讲起了他的
两次搬迁经历。

20世纪90年代，老李在大槐树附近的沙河
北岸开始了养鱼生涯，算上老李，当时附近的
养鱼户有四五家，大多数都是一条渔船停在沙
河里，网箱式养鱼。“当时生意很好，养殖户
少，在受降路农贸市场就卖完了。”回想起那
段远去的美好时光，老李脸上泛起一丝眷恋。

2008年，我市开始进入沙澧河开发建设阶

段。在市政府的要求下，老李的渔船第一次搬
到了107国道以西的沙河北岸。“当时也就是郾
城区的西关，在镇河铁牛对面。”老李告诉记
者，在这个地方他们一养就是 7年，此时他的
渔船已经变成了两条。2015年，受太行山路沙
河桥工程建设影响，老李的渔船再次西迁，迁
移到了现在香陈湾附近。“现在这三条船里养
了近两万条鲤鱼、草鱼，还有一些鲫鱼。”老
李拿出一个省农业厅抽检的证书给记者看，他
告诉记者，现在养鱼户基本上都要经过审批，
为了食品安全和水体环境，每年省市两级农业
部门都定期到这里抽验成鱼和饲料成分，以防
饲料中掺杂违禁药品。

养鱼户曾两次搬迁

记者沿着香陈湾向西走去，一条条庞大的
渔船在沙河两岸密集分布，有的甚至直接把船
停在了河中间。

一位养鱼户说，他也是随着老李在2015年
搬迁到这里，从阴阳赵镇西河村到香陈湾再到
尹庄村，这段3公里多的河湾上有40多条船。

“渔船明显增多主要是在 2008年以后，几
年的时间从原有的 20多条船增加到了现在的
40 多条。除此之外，有的还直接在河中间增
加了软体网箱。”郾城区城关镇陈湾村村民王

先生告诉记者，“水体流动性本来就不强，现
在又有这么多渔船在水里，岂不是更容易让
水质富营养化？”王先生也听说过云南滇池蓝
藻污染、青岛浒苔等很多水体富营养化带来的
负面新闻，他不免对家门口的这条河流产生担
忧。

随后，记者来到龙城镇刘庄村的沙河段，
看到十多个新投放的蓝色软体网箱在河中间集
中分布着。“这几个网箱很长时间就有了，不
知道是谁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3公里的河道分布40多条船

随后，记者跟着李根生来到一家养殖户的
大船上。“船长33米，宽8米。”记者在老李的
介绍下看到，这条船上一头是一个独立的小房
间，里面有床铺、空调等生活设施，还有一些
零散的饲料等。

“这条大船最多的时候能养一万多条鱼
苗，现在喂的是草鱼。”该养鱼户一边拿着塑
料盆，一边掀开盖子喂起鱼来。刚撒一把饲
料，船体下面的鱼儿就纷纷活跃起来，不一会
儿，盖子下面就变成了黑压压的一片。

这么大的养殖密度会不会造成鱼缺氧窒
息？在网格状的钢筋下，记者注意到了两个漂
在水面上的塑料箱。“这是增氧机，每天晚上
至少要工作 10个小时。”李根生说，2014年的
春季，沙河水位最低，周边很多网箱养鱼大户
都遇到了鱼缺氧的问题，后来他们总结经验，
就直接在每条大船上安装了两台增氧机，每条
渔船的网箱里又增加了上千条鱼。

“现在这些草鱼每条一斤多了，等到年底

能长到五六斤。”该养鱼户告诉记者，现在还
不是用饲料的高峰期，等到了七八月份时候，
一万多条鱼两天就能吃掉一吨半的饲料。“现
在农业部门对饲料的抽检力度比以前大多了，
确保饲料中没有污染河水水体的成分。”老李
说，每次来主要是检查饲料中是否含有孔雀石
绿、硝基呋喃代谢物等违禁药品。

“以前养鱼户的安全意识很差，违禁药
品、化肥、农药等经常偷偷地使用，直接撒在
水里，严重污染了水体。”老李告诉记者，特
别是沿河两岸的池塘养鱼户，把鱼塘里富含化
肥、农药的废水偷偷排放到河里，带来了不少
安全隐患。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只要是经过审批的
养鱼户，都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养殖的，
不敢使用任何违禁药品和化肥农药。”市相关
部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平均一斤八两的饲
料能让鱼增长一斤，饲料的吸收转化率为
95%。

一条大船能养一万多条鱼

4月 1日至 4月 30日，市政府成立
的沙澧河环境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在全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沙澧河环境
集中整治。经过拉网式排查，全市共
有非法网箱养鱼 309 户，铁质船 38
个，网箱7206个。

在排查过程中，督导组和新闻媒
体全程参与，突出重点主攻“非法网
箱养鱼，滩地养殖户”整治难点，对
行动迟缓、发现问题查处不得力的县
区进行通报，责令限期整改并进行责
任追究。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市
共清理非法网箱养鱼户 85 户、网箱
541个。

“虽然沙澧河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初
见成效，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督察
组一位领导告诉记者，一是群众参与
沙澧河自我保护环境意识有待进一步
提高。二是清理非法网箱养鱼和滩地
养殖户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整治难度
大。三是管理体制不健全，沙澧河环
境整治工作没有完全纳入常态化，规
范化的道路上。

非法网箱养鱼数量惊人

“严格来说，沙澧河都是行洪河
道，不准搞水产养殖。”市有关部门一
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出现在沙澧
河的养鱼户，是我市多年的历史遗留
问题。

据介绍，沙澧河上各种非法养殖
行为由来已久，按照 2008 年统计数
据，沙澧河网箱养殖船最高时达到 70
艘，面积 7300多平方米。沙澧河网箱
养殖的确也给我市水产养殖业带来了
一定贡献，但对水源污染及行洪安全
也带来一定的风险。2008年以来，市
政府已对沙澧河网箱组织两次搬迁，
一次是 2008 年因沙澧河开发搬迁到
107 国道以西，第二次是 2015 年太白
山桥建设搬迁到香陈湾村附近。这两
次搬迁，市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搬迁费。

市、县区水产系统专家认为，这
一历史问题难以根治的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受传统养殖习惯的影
响。沙澧河网箱养殖户大都是市区附
近失地的农民，无其他职业技能，祖
辈以养殖为生。二是执法不到位。沙
澧河是行洪河道，按照 《行洪法》 的
规定，行洪河道不准从事水产养殖。
非法养殖的查处涉及水利、农业、公
安多个部门，光靠一个部门执法，效
果不佳。要彻底治理沙澧河网箱非法
养殖，搬迁是临时措施，不是根本之
策，要彻底治理沙澧河网箱非法养
殖，撤除是根本，补偿安置是基础，
联合执法是手段。

河道养殖游走在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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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望去，香陈湾的河段布满了渔船。

郾城区龙城镇刘庄村的水面出现一批软
体网箱。

这种新增加的渔船具有船体大、设备全
的特点，上面还有空调、卧室等。

养鱼户正在渔船上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