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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豚不见了 巡江变护江

2015年以后，巡江时几乎看不
到江豚了，渔民能捕到的鱼虾蟹也
少了。

一方面，长青沙小岛上和附
近的很多村民都下江捕鱼，一船
一船地往回拉，甚至还用上电捕、
炸鱼等方法，虽说渔民赚了钱、改
善了生活，但无疑对长江水生资
源是灭顶之灾。再一个，岛上慢
慢有了码头、工厂，扬尘、污水、噪
声跟着来了，给长江生命的迁徙
和繁衍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江豚
被大船的螺旋桨打伤、打死屡有

报道。况且，那会儿谁会想到要
保护长江啊，更不会想到江豚竟
然变成了濒危物种。

江滩上的垃圾多起来，塑料瓶、
塑料袋……“捡漏”变成了捡垃圾，
巡江变成了护江。

2016年，中央就长江经济带发
展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战略方针，长江镇拆除了很多沿
江的非法码头，复垦复绿，又在长青
沙岛上植树造林，我们知青社区还
获得了国家森林乡村的称号。环境
好了，来岛上玩的游客多起来，我巡

江时又多了个任务：劝告到江堤下
玩儿的游客上岸。

2019 年 12 月，长江镇成立
了“滨江盟”护江志愿队，我主动
申请加入，每天义务巡江、护江，要
走三四公里的路。最近几年，志
同道合的同伴也越来越多，“滨
江盟”从最初十几个人发展到现
在50多个人，年纪最大的已经77
岁了。

每次走过长长的江堤，看着一
望无际的长江，我就想：什么时候才
能再看见江豚啊！

■ 不懈守初心 保护母亲河
2019年，国家发出长江10年

禁捕令，江苏长江沿岸2020年1月
1日零时起全面禁捕。岛上的渔民
们都卖了船、上了岸。跟1974年相
比，大家的日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虽然不能下江捕鱼了，好些
人却也找到了其他的出路。很多渔
民化身护江员，一起守护长江。

禁不住江水冲刷的土江堤变成
了石堤，每逢下雨一脚一个泥坑的
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

更可喜的是，今年是禁捕的第

3年，长江生态保护已有了很明显
的效果：从江堤上走，能看见江面上
有鱼跳，还有白色的鸟飞过江面觅
食。尤其让我兴奋的是，南通江面
又出现了江豚欢快的身影。

我今年67岁，在江边住了大
半辈子，喝过长江水、吃过长江
鱼。巡江48年来，江堤越筑越高，
土江堤变成了砂石路，又变成了水
泥路、柏油路，我巡江护江从走路
变成骑自行车、电瓶车，现在又换
成了电动三轮车，保护长江成了我

生命中不可放弃的一份责任。除
了身体力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
作外，我还和“滨江盟”的队友们在
江边种树、进社区宣传“保护长江、
人人有责”，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护
江队伍，保护母亲河。

如今，在长江镇，从老人到小
孩，长江大保护的理念已经深入人
心。而我巡江护江的脚步也不会停
下！ 本报记者徐爱银采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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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保护志愿者石新华：

巡江护江中盼来江豚重回

如皋市长江镇地处长江如皋段北岸，滨江靠
海，素有“万里长江，只此一镇”的美誉，是长江沿
线唯一以长江命名的镇，拥有着48公里的黄金长
江岸线。但是由于一度过度开发，长江镇沿江岸
线江豚吹浪、沙鸟得鱼的景象几乎消失了。

长江镇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以各部
门单位为成员的长江大保护（生态文明）工作领
导小组，立足绿色发展理念，谋划方案综合施
策，从拆除非法码头开始，推进长江岸线如皋段
全面复绿，修复生态。

2017年，长江镇集中攻坚，一举拆除31座
沿江非法码头，腾地 803 亩，全部复垦复绿；
2018年，投资1.4亿元，高标准建成污水处理厂
排口人工湿地生态屏障工程，绿色生态底色逐
步绘就；2019年，再次加大投入，在长青沙岛6
幅地块植树造林750余亩。至此，全镇绿化覆
盖率达28.4%。

2021年，总投资3亿元的龙游湾生态景观
带规划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是沿江生态景观带
建设工程的一部分。如今，龙游湾沿江生态景
观带特色示范段基本建成，完成5.5公里堤顶路
提升改造，复垦复绿800余亩，恢复沿江生态岸
线近6公里。作为如皋市落实长江大保护、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龙游湾生态景
观带建设，对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含量”
具有重要意义。 徐爱银

最初巡江，是因为在没有驳坡
加固前，江堤就是土堤，浪头一来就
把泥土冲走了，江堤就变小、变矮。
一旦决堤，江水就会冲垮房屋、淹没
农田、危及人身安全。为了防止危
险发生，白天黑夜都有人轮流守在
江堤上。当时我主要负责3号洞到
4号洞之间的江堤，大概3里路程，
不论刮风下雨，每天至少要走一圈。

江堤驳坡以后，不需要人白天
黑夜地守着了，但我还保持着巡江
的习惯，看看涨落潮的时间、观察江

水水位高低。
2012 年，是我们搬到拆迁安

置小区的第3年，骑电瓶车到江边
只要一刻钟左右，我去巡江更方便
了。那个时候还能看见江豚跃出
水面戏水，白色的少见，黑色的多
一些。看得多了也就不觉得有多
稀奇。

这一年，我孙子10岁、孙女5
岁，我带着俩娃一起去江边看江豚，
孩子们那个高兴劲儿哦，我到现在
都记忆犹新。

从 1974 年到 2012 年的这 38
年，不仅仅是江豚多，江里的鱼也
多，我巡江时，经常能看见大大小小
的渔船空船出去、满载而归，渔民们
的脸上满是喜悦。

我不会游泳，也就没想着要靠
捕鱼为生，尽管那时候村里超过半
数的人家买了渔船。不过趁着巡
江，我会去江滩上“捡漏”，退潮后江
滩上常有没来得及跟着潮水“撤退”
的鱼、虾、蟹，我就捡回去自己吃，还
能省下一笔买菜钱。

石新华，1956年2月生，如皋
市长江镇知青社区23组居民，社
区兼职网格员。他是一名巡江
人，更是一名护江志愿者。48年
来，其一直都在默默无闻地义务
巡江、护江，用脚步丈量江堤。 ■ 巡江成习惯 一直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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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南通段出现的江豚。
（资料图，江建华摄）

恢复沿江生态
推进长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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