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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捕两周年：女渔民退出“江湖”后

“新��� �����
新��� �����

�����

系列报道 20
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湖湘大地涌现出一大批新农人，他们逐梦乡村，给农村发展带来了新面貌，

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兴农人”。今日女报 / 凤网特策划推出“新农人 兴农人”系列报道，关注新农人
中那些优秀女性，看她们如何用聪明才智，在广阔的沃土之上谱写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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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陈雪炎

2023 年元旦，对上岸渔民李莉华来说，又是一年幸福的开始。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湖南对“一江一湖四水”（长江湖南段、洞庭湖、湘资沅澧干流）等重点水域实施全面禁捕。
作为第一批上岸的渔民，李莉华这两年来退出了“江湖”，却又从未远离心中的“江湖”，她“上岸”创业，“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奔头了”。
而越来越多的上岸渔民像她一样，或创业，或就业，从以前的“夜月叩船归”“出没风波里”，到如今“过尽千帆皆不是”“一壶浊酒喜相逢”，

生活依然过得风生水起。

2023 年元旦，在洞庭之

南、素有“鱼米之乡”

美誉的沅江市一小

区，上岸渔民李莉

华起了个早，在

家里摆好烤火

桌， 烧 起 一 壶

茶，再抓上一把

瓜子花生，等待

昔日岛上好友的的

到来。

这是她和姐妹们

约定的新年第一场聚

会，也是她们心中当下

最好的生活。

“祝愿新的一年，我们岛上的人都

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2023 年 1

月 3 日，李莉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这是她们“上岸”之后一起过

的第二个新年。

58 岁的李莉华原是沅江市琼湖街

道莲花岛上的渔民，长江十年禁捕政

策公布之后，作为南洞庭湖腹地的沅

江，决定将莲花岛村、澎湖村、管竹

山村三个湖心岛村的渔民搬迁上岸定

居，李莉华一家成为莲花岛村第一�岛村第一�村第一�

带头签订搬迁协议的渔民。

回想起在莲花岛上做渔民的日子，

李莉华感慨良多。

“1986 年 , 我嫁到岛上的时候，那

里很穷，没有一个完整的房子，差不

多每天都是涨水，水冲到房子里面，

让家里破烂不堪，我们经常要修房子，

严重的时候还要搬家重建。”

江枫渔火、鲈鱼肥美……这些书

本上如诗如画的场景在李莉华看来却

饱含辛酸：凌晨三四点钟起床，�����

到河边收网，有时候收完鱼回家，天

还不亮。即便如此辛苦，�鱼的收��鱼的收�的收�

也才刚够一家人过活，一年到头也难

得有所积蓄。

“大概从 1995 年开始，湖里就没

有多少鱼了。”亲眼目睹了洞庭湖鱼类

资源由盛转衰的过程，李莉华心里清

楚，要想为子孙后代留点“渔”地，

为洞庭湖留下一片碧水蓝天，禁捕退

捕是最好的办法。

“我丈夫世代生活在岛上，他十四

岁就开始�鱼，我嫁过来之后，也��鱼，我嫁过来之后，也�，我嫁过来之后，也�

着他做了半辈子渔民，要说不舍，肯

定是有。”虽说故土难离，但李莉华一

家一致认为“上岸”是件很好的事。

于是，禁渔政策一出，李莉华一

家就毅然踏上了“上岸”之

路。

“刚开始也害怕，

不知道上岸之后我

们还能做什么。”

离开自出生以来

就赖以生存的湖

水和岛屿，李莉

华也有过迷茫。

决定“上岸”

之后，熟悉市内环

境的儿子、儿媳妇�

了头阵，率先到市区去

寻找新的生计。很快他

们发现，在城市里年轻

人不愁找工作，可年近半百的父母却

很难找到新的营生。

这时，沅江市里雨后春笋般生长

起来的生态鱼���了他们的��。鱼���了他们的��。��了他们的��。

李莉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几十年的渔民生涯里，鱼几乎是他们

餐桌上顿顿都要见面的食材，尤其同

村也是渔民出身的妹夫做得一手好鱼，

他们便计�一起开个做鱼的餐�。便计�一起开个做鱼的餐�。

一番商议过后，李莉华一家连同

两个妹妹的家庭一拍即合，每家各拿

出六万元，在沅江市沅江大道上合开

了一家生态鱼�。鱼�。。

“我丈夫负责买菜，妹夫做主厨，

我和姐妹们一起负责搞卫生，我儿媳

妇管收银，热闹得很哩！”李莉华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当地政府

的政策扶持下，鱼�的生��来��鱼�的生��来��的生��来��

火。过去的一年里，除去日常开销，

每家都攒下了四五万元积蓄。

“政府给我们这些退捕渔民提供了

很多帮助，就业政策、租房补贴等等，

还有正在建设的渔民新村，让我们这

些渔民在岸上有了新的家。”李莉华开

心地说，“当时在岛上的朋友都上岸来

了，有的开餐�，有的卖鱼虾面，有

的进厂�工。虽然大家租住在不同的

地方，我们隔三差五就要聚一聚，几差五就要聚一聚，几五就要聚一聚，几

天不见就想啊。”

回想在岛上的日子，不用�鱼的�鱼的的

冬天，大家就喜欢围坐在一起烤烤火，

喝喝茶，再话几句家常，这样再平凡

不过的日子却是李莉华心中生活最美

的样子，这样的生活也被他们从岛上他们从岛上们从岛上

成功迁移上岸。

李莉华满眼幸福地说：“日子�来

�好，�来�有奔头了。”

 和李莉华一样上岸的渔民丁浪鹏则选

择在沅江市里开了一家菜店。

2023 年 1月3日下午 5点，是丁浪鹏

一天工作结束之前的遇到最后一波客流高

峰，她和丈夫一边忙着招呼自家菜店的生

�，一边接受了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的采访。

“我们原先是沅江市琼湖街道莲花岛

上的渔民。”丁浪鹏告诉记者，“上岸”之

前的日子像是一场梦。

“1999 年嫁到莲花岛上开始，我就成了

一个渔民。那个时候，开船、撒网、收网

样样都要学着做。”丁浪鹏回忆，“我至今

记得我老公第一次教我

开船的经历，我把船开

得歪歪扭扭的，很久都

靠不了岸。”

“那个时候很辛苦

的，当天晚上十一点

多出门，常常要到第

二天中午十二点才回

来，一天要撒几十个

网子。”丁浪鹏告诉今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有记者，有

时遇到极端天气，别

说�鱼了，就连自身�鱼了，就连自身了，就连自身

安全都难有保障。

有一年中秋节，丁

浪鹏和丈夫本�算早点

收网回家过节，不料在返程时遇到了大

风浪。“那次我们俩一人开了一条船，驶

到湖中央突然来了一股大浪把我卷在里

面。”两三丈高的浪花直接阻挡了丁浪鹏

的视线，她拼着一股劲终于把船开到了湖

边靠岸的地方，但过了半个多小时才缓过

神来。

在风雨浪花中穿梭的日子，丁浪鹏过

了二十多年，但随着�鱼的人�来�多，�鱼的人�来�多，的人�来�多，

湖里的鱼却�来�少，�鱼的收�直线下�鱼的收�直线下的收�直线下

降，当政府逐步开始对捕鱼进行限制时，

丁浪鹏心中明白，该“上岸”寻找新的生

计了。

可是说到“上岸”又谈何容易？在水

上漂泊了小半辈子的渔民大多没有怎么读

过书，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手艺，没有田地，

没有庄稼，上了岸，靠什么吃饭？这让丁？这让丁这让丁

浪鹏一家犯了难。

正在为吃饭发愁之际，丁浪鹏灵光一

现：“人人都是要吃饭的，不管什么生�

不好做，�吃有关的买卖永远不怕关门。”

她想，或许可以开一家菜店，不需要太多

启动资金，而且菜是生活必需品，不怕没

有销路。于是，丁浪鹏和弟弟一家每�拿

出各自积蓄，凑了四五万元，在沅江市的

一个小区里租了一个门面，小菜店就开起

来了。

2022 年 8月，丁浪鹏又在隔壁小区租

下了门店，新开了一家店，从原来只销售

蔬菜、肉类，到现在增加到销售粮油、调料、

活鱼以及厨房用品等。

小菜店的商品种类�来�多，丁浪

鹏一家的收�也�来�好。新店开业五

个月以来，已经能够达到日均两三千元

的营业额。

“我们一家的生活�来�安逸了。”丁

浪鹏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退捕上岸

之后，政府每个月都会

按人头发放 200 元的生

活补贴，还承担了两年

的租房费用，这给他们

刚开始的转型过渡期提

供了基础的保障。“上

岸之后，最大的变化是

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

善，以前在岛上的时候

没有学校，孩子只能寄

住在我娘家读书，现在

搬到市里之后，孩子有

了读书的地方，也能回

到我们身边来了，这是

最令人欣慰的事。”

记 者在 采访中发

现，退捕渔民中，除了“上岸”自主创业的，

还有不少人选择在家门口转�就业。�就业。就业。

50 岁的赵群芳，从小时记事起，就

�着父母上船�鱼。25 岁嫁到沅江市琼�鱼。25 岁嫁到沅江市琼。25 岁嫁到沅江市琼

湖街道万子湖村之后，丈夫一家也是世

代渔民。“上岸”后，赵群芳在沅江市福

利渔业用品有限公司找到了操作机器织

渔网的工作，每月能拿三四千元工资。“既

有一份稳定的收�，也方便照顾孩子和

家婆。”

而在岳阳市湘阴县，在县、镇两级政

府的�导下，素有“蛋糕女王”之称的女

企业家黄佳丽，将企业整体搬迁至石塘

镇白湖、许家台两个相邻的渔民村，投资

3000万元�造了一个田园综合体，采用“公

司 + 基地 + 农�”和“订单农业”模式，

流转当地渔（农）民田地 100 亩，�导当

地渔（农）民种植优质水稻、土豆、�薯

等公司�品原料，并高价收购，还�纳当

地上岸渔民就近上岗就业。目前，在石塘

镇白湖、许家台两个渔民村，不少渔民实

现了家门口转型就业，每天只需要工作八

小时，人均月收�达 5 千元。

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上岸渔民通过

创业就业纷纷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一餐渔家宴把日子烧红火 一家���把家����家���把家������把家����把家����

丁浪鹏忙着整理菜店货架。

李莉华笑着为客人送上鱼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