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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在宁波在宁波 看见文明

有“长江鱼王”“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
鲟，现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最早出
现在1.5亿年前的中生代，是稀有的“活化石”。

作为典型的溯河洄游性鱼类，中华鲟
在长江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近年来，
宁波渔民误捕和放生中华鲟的频次很高，
这和当地生态环境改善以及渔民保护意识
提高脱不开关系。

“我们会同资规、农业农村等部门推进
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入开展海洋污染防治，
持续推进2条入海河流——陶家路江、临
海大浦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保障入海
河流水质。”市生态环境局余姚分局工作人
员孟康表示，目前，这2条入海河流均已稳
定达到三类水要求。

现如今，保护中华鲟已成为万圣村的共
识。早在2022年，万圣村便成立了宁波首支

“中华鲟保护志愿服务队”，队伍由村里渔民、
船老大、党员等组成，招募了25名拥有专业
救助技术的队员，并覆盖全村20余艘渔船。

在不出海的时间里，这些志愿者渔民
们根据多年的出海经验和亲身经历的事
例，走进“假日学校”向孩子、向村民宣讲保
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解
释相关法律法规和应对措施。

但对中华鲟的保护工作，仍任重道
远。为了让更多人加入到保护中华鲟的队
伍中来，万圣村投资160余万元建设了中
华鲟展馆、中华鲟+元宇宙数字化工程，打
造了中华鲟“鲟宝”的IP形象，力图构建中
华鲟文保事业的全新体验模式。

“今年暑假前夕，我们村的中华鲟展馆
将试营业。我们希望通过中华鲟展馆这个
载体和相关展示课程的设置，吸引更多学
生以研学的形式参与进来，让社会各方一
起来保护我们的‘水中大熊猫’。”万圣村党
总支书记宣振良再次发出真挚的呼吁，期
望通过“研学+农文旅”的融合形式，迈出中
华鲟海洋保护的又一步。
记者 滕华 实习生 李敏 通讯员 刘金鑫

■与文明同行

误捕放生
已达400多条！
余姚小渔村和中华鲟的
特殊情缘

“回家去吧，好好
游，好好长大！”

4 月 16 日 9 时许，
余姚泗门镇万圣村一位
渔民在作业时误捕一条
中华鲟，在放生前他为
这只“小宝贝”拍了段视
频，依依惜别。这已是
今年以来，万圣村渔民
误捕的第7条中华鲟。

“五一”到了，万圣村
的渔民们也迎来了休渔
季。村委会盘点了一
下，有统计以来，截至
2024年4月，万圣村中
华鲟救援记录已达400
多条。仅2022年一年，
中华鲟误捕放生的数量
便达203条。

记者了解到，有“余
姚第一渔村”之称的泗门
镇万圣村，与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
之间有着一段特殊情缘，
还为中华鲟建起了一间
展馆，将在今年暑期前夕
开放。

万圣村位于杭州湾南岸，目前村里有
渔船20余艘，是余姚渔船“阵容最强大”的
自然村，当地村民大多以打鱼为生。

近年来，渔民在出海时常能邂逅中
华鲟。

“见过最大的差不多有2米长，100多
斤重。”渔民沈文焕从业三十余年，渔船靠
岸后，他整理完当日的渔获，和记者聊起了
他所遇到的中华鲟故事。

比划着双手，他告诉记者，因为从小就
在海上漂，自己能够分辨中华鲟，也知道这
是保护动物，“捕到以后马上就放掉，一点

都不会犹豫的。”
这位老渔民与中华鲟可以说是非常有

缘，仅2022年便放生了20多条。最高纪
录的一次，是一网误捕了3条并全部放生。

因在保护野生中华鲟方面作出了贡献，
沈文焕被评为“余姚好人”，在他的带动下，
周围的渔民也相继投入到中华鲟保护的事
业中。

据悉，万圣村保护中华鲟的文字图像
资料可追溯到2013年，当时，村民奕田友
捕捞到一条“怪鱼”并放生的事情被报道，
由此拉开了保护中华鲟的帷幕。

她们的立夏蛋套爆单了！
这群“春天里的奶奶”9年“织爱”

“最有缘”渔民
一年就误捕放生20多条

水好、人好、“IP”好
打造中华鲟保护研学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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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蛋套真漂亮，我
买一个，还能献一份爱
心！”4 月 29 日上午，鄞州
区首南街道格兰春天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站开展了

“心田繁花·如沐初夏”立
夏义卖活动。义卖摊位前
人头攒动，过往居民都被
一个个精致小巧的手工创
意蛋套吸引了。

这些立夏蛋套都是格
兰春天社区“春天手工坊”
的慈善义工们亲手编织
的，这支队伍从2015年成
立到现在，团队成员已有
20 余名，平均年龄 61 岁。
她们每年都在为爱编织，
把这些温暖织物送给有需
要的人。

立夏蛋套
被抢购一空

61岁的胡小飞是“春
天手工坊”的负责人，也是
团队发起人。“把毛衣送给
有需要的人”，这是她组建
团队的初心。

随着队伍慢慢扩大，
她们每年织的毛衣从100
余件增加到400余件，要
消耗大量的毛线。“每年毛
线都是居民自掏腰包买
的，现在团队人多了，每
年要织上百件毛衣，我就
想着能不能平时做点义
卖，用来统一购买毛线。”
今年4月初，胡小飞和“春
天手工坊”的阿姨们商量，
钩一些创意蛋套，用于立
夏义卖。

4月上旬开始，阿姨
们就着手研究时下的热门
图案，半个多月时间就编
了上百件蛋套。活动现
场，义卖摊位更是热闹，1
小时就卖了115个蛋套，
收入1230元。“我们社区
的这群‘毛衣奶奶’很热

心，每年都织毛衣送给需
要帮助的孩子们，她们做
的蛋套，我们肯定要支
持！”居民李玲很喜欢这类
编织物。去年她还在社区
买过阿姨们织的小挂件，
一直挂在她的背包上。

她们一直用编织
传递爱心

起初，“春天手工坊”
只有5个人，为了壮大力
量，帮助更多的孩子，胡小
飞经常四处奔走相告，希
望把队伍带起来。

“有时候在小区散步
碰到邻居，我就会问她会
不会织毛衣，要不要加入
我们的团队？”胡小飞很健
谈，就这样从5个人到10
个人，现在已经有20余名
居民加入。“我们这个年龄
段的人基本都会织毛衣，
邻居听说是献爱心，都很
愿意加入。”

她们编织的爱心毛衣
从家门口送到隔壁社区，
从宁波送到青海、四川等
地，这群“毛衣奶奶”9年

“织爱”，已累计送出800
余件毛衣，把爱心传播得
越来越远。

每周一，这群可爱的
“毛衣奶奶”经常聚在社区
活动室，教大家一起织毛
衣，分享编织技巧。多织
一点，让孩子们穿得暖和
一些，成了这群“毛衣奶
奶”共同的心愿。她们开
设的编织课，经常有“新人
报到”，年轻人也愿意学编
织手艺。去年，她们还给
柠檬树阳光家园的“心青
年”们送去编织手艺课，让
他们也体验了一把编织的
快乐。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朱莹莹 王莺 文/摄

误捕的中华鲟误捕的中华鲟。。

““春天手工坊春天手工坊””的慈善义工们亲手编织的立夏蛋套的慈善义工们亲手编织的立夏蛋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