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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长淮，滋养着两岸人民。淮河淮南段，出产
“水中珍品”淮王鱼，为此，此地设立了“淮王鱼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023年，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在淮南市及县区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全程配合下，开展了保护区水生生物资
源监测工作。结果显示，淮河淮南段水质向好，淮王
鱼保护区鱼类种群恢复迅速。

活动进行中，监测团队在预定的保护区点位，对
鱼类种群结构及资源状况和鱼类栖息环境状况开展
监测，采集水质、浮游生物、底栖动物和鱼类样本，重
点掌握鱼类种群组成、群落结构特征、优势种群和资
源密度等重要指标。随着监测工作的全面开展，将
为科学实施增殖放流、加强资源养护及保护区禁渔
管理提供基本依据，为切实做好淮河禁捕效果评估
和生物完整性评价提供技术支撑，服务长江“十年禁
渔”和长江生态大保护战略。

监测结果表明，在淮河干流淮王鱼保护区水域，
鱼类水生生物基础数量巨大，鱼类资源显著增加。
另外，还获得一些红鳍原鲌等以前极为少见的鱼
类。红鳍原鲌对水质要求高，是生态环境的“晴雨
表”，此类鱼的种群数量、规模不断增长，直接显示出
水质的持续向好。随着多年持续保护和增殖放流的
开展，保护区鱼类资源种群恢复明显。

被誉为“水中珍品”的淮王鱼是淮河土著鱼类，
喜好在溶氧多的岩石缝中繁衍生息，主产于淮河干
流凤台硖山口，恰好这一带水中岩缝纵横，河道弯
曲，水流湍急，河底为岩石底质，正好为其繁衍发展
提供了独一无二、得天独厚的条件。相传西汉淮南
王刘安喜食该鱼，并常以此鱼待客，所以该鱼被称为

“淮王鱼”。曾由于淮河污染、酷渔滥捕等多种因素，
淮河中淮王鱼已难觅踪影。2008年开始，淮南市渔
政部门组织在淮河进行增殖放流活动，此后设立保
护区，经过多年努力，随着淮河水质的好转，淮河中
的淮王鱼又活跃了起来。

淮王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分为核心区和实

验区，全长30公里，总面积1000公顷。其中，核心区
从凤台李冲回族乡的茅仙洞至凤台县淮河大桥，面
积300公顷，河长10公里；实验区从凤台淮河大桥至
潘集区平圩淮河大桥，面积700公顷，河长20公里。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保护区实施全年禁捕。据了
解，禁渔是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的一项重要制度，多
年实践证明，实施禁渔制度，鱼类得到休养生息机
会，可以正常生长和繁殖，渔业资源能够得到不断恢
复。

2023年，淮南积极开展了淮河淮南段禁渔、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捕、增殖放流、渔业资源环境
监测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淮王鱼保护区渔业
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增殖放流工作
中，凤台县共计253.31万尾苗种放流到淮河凤台段
水域（保护区核心区内），其中淮王鱼4.08万尾；潘集
区在淮河潘集段水域（保护区实验区内）放流120万
尾，其中淮王鱼3万尾；八公山区在淮河八公山段水
域（保护区实验区内）放流4万尾……

2023年，是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的第三年，
在长江十年禁捕及禁渔期制度执行中，全市上下迅
速转入巩固提升、常态维护的长效管理新阶段，牢牢
盯住“四清四无”目标，全市重点水域禁捕秩序继续
保持稳定，禁渔成果得到持续有效巩固。全市积极
开展渔政执法工作，出动执法船艇551艘次、水上巡
查9430海里、路上巡查12341公里、暂扣钓竿242根、
收缴地笼135节（约1300米）、收缴虾笼177节、收缴
刺网76条（约7000米）、放生鱼获物近2000公斤、清
理涉渔“三无”船舶10艘，开展罚没物品集中销毁活
动2次。

淮南市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长期对
淮河淮南段开展渔业资源环境监测，在摸清现状的
基础上，可以提出针对性管理策略，对加强科学管理
提供理论支撑，争取早日建成“水清、鱼肥、岸绿、鸟
飞”的绿色、活力、美丽淮河，让保护区“水中珍品”淮
王鱼永驻长淮。

建好保护区 让“水中珍品”永驻长淮
本报记者 张雪峰 实习生 张宇清 摄影报道

2023年年初，市妇联发布了推进家庭文明建设、促进
妇女儿童身心健康、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等服务妇女
儿童七件民生实事。目前，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全新亮
相、117名困难“两癌”患病妇女获得救助、淮南市首批9
个儿童友好社区授牌……这些成果，来自于市妇联交出
的2023年服务妇女儿童七件民生实事答卷。

1月23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回访中了解到，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方面，市妇联深入开展“美丽家园
从家开始”主题实践活动，全域推进“美丽庭院”创建工
作。选树了8个市级示范村，全市已创建“美丽庭院”示
范户1.1万户。此外，市妇联还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展巾
帼提素增能培训232期，培训1.4万余人次。

在推进家庭文明建设方面，市妇联常态化开展寻找
“最美家庭”系列活动，发布各类最美家庭和最美婆媳30
户（名），并在揭晓仪式上进行表彰。同时，市妇联还认真
宣传贯彻家庭教育“一法一条例”，成立市家庭教育指导
中心，推动各县区建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形成具有淮南
特色的“1+10+N”家庭教育服务体系。

在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面，市妇联坚持从儿童
的视角出发，推动实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策划开展儿童友好政策宣传、儿童公益志愿服务、儿
童权利保障等“十二个一”活动。同时，面向全社会开展
儿童友好城市 LOGO 和宣传口号征集工作，收集作品
500余条。积极推进省级儿童友好社区示范建设，评选出
首批9个儿童友好社区并举行授牌仪式。

在深化妇女儿童维权关爱方面，市妇联与市检察院、
市民政局等单位签署了《多跨协同闭环式救助涉案未成
年人工作机制》，形成闭环式救助模式。同时，市妇联还

联合市委政法委等单位开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优秀
调解案例评选活动，评选出优秀案例10个。并充分发挥
市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中心作用，协调维权志愿律师
和心理咨询师定期参与调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在促进妇女儿童身心健康方面，市妇联班子专程前
往孤独症家长联谊会开展调研，制定关爱帮扶计划。首
场关爱活动向50户困难家庭发放了“微心愿”家庭包、救
助金（款物累计2.2万元），并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孤独
症儿童家长进行心理疏导、心理咨询等公益服务。扎实
推进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筛查工作，救助困难“两
癌”患病妇女117名。救助困难母亲100名（每人发放的
救助金1000元）。圆满完成“99公益日”爱心募捐活动，
线上线下累计募集善款53.5万元。全市累计开展各类关
爱服务活动718场次，慰问困境妇儿4560人次。

在选树巾帼先进典型方面，市妇联培树了247个市
级以上巾帼典型，包括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最美
家庭、最美军嫂等，她们是全市妇女的榜样和力量。同
时，市妇联还指导建立了各类典型工作室，开展“送奖到
基层”活动，开设宣传专栏，讲述淮南女性的奋斗故事，激
励全市广大妇女立足岗位、创先争优。

在提升执委履职能力方面，市妇联连续三年开展了
执委业务大练兵活动。利用市委的“双创两提升”工程机
会，在非公领域建立了158个妇女组织，并推行了“执委+
网格员+家庭户”的联系制度, 使妇联执委能够更好地参
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此外, 还举办了基层女干部培训
班, 并借助巾帼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展示交流的机会, 推
动巾帼志愿服务向多元化、精准化方向发展。全市有1.2
万余名巾帼志愿者参与了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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