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实施长江十年禁渔以来，我市全方
位开展禁捕退捕法规政策宣传，讲好禁渔
故事、畅通举报渠道，大力营造“水上不
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
良好氛围。目前市禁捕办已成立专班，深
入禁捕区开展明察暗访，确保“禁渔令”
铁令生威。（《安庆晚报》3月10日）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拥有独特的
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是
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典型的区域。据不
完全统计，长江流域有水生生物 4300 多
种，其中鱼类400余种，特有鱼类180余
种。但多年来的高强度开发、粗放式利
用让长江不堪重负，流域生态功能退化，
珍稀特有鱼类大幅衰减，经济鱼类资源濒
临枯竭。

竭泽而渔则无鱼，尊重规律则无虞。
长江是鱼类的天然种质资源库，保护好长
江的野生鱼类，关乎我国水产养殖业的未
来。为了挽救长江中的生灵，十年禁渔已
经成为必然选择。这既是破解长江流域水
生生物资源严重衰退、生物多样性不断减
少的生态困境的客观要求，也是党中央国
务院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审时度势、因
势利导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然而现实
中，总有一些人缺乏自然生态保护意识，
为了个人私利选择铤而走险。十年禁渔绝
非一日之功，需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修复水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我市是水域大市，有禁
捕面积 770 平方公里、禁捕岸线 1234 公
里，包含 165 公里长江干流，华阳河干
流、皖河干流和菜子湖（长河）3条重要
支流及11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禁捕工作
点多、线长、面广，难度大。必须强化思
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以一抓到底的决
心、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织密“责任
网”，打击“利益链”，筑牢“监管墙”，
通过对非法捕捞、偷钓行为露头就打、绝
不手软的态势，全力营造“不敢捕、不能
捕、不想捕”的社会舆论氛围，促使资
源、生态、环境保护齐头并进，确保禁渔
铁令落地有声、抓铁有痕，坚决打赢长江
禁捕退捕攻坚战持久战。

让“禁渔令”落地有声
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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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
悉，去年以来，我市新增城镇就业
女性劳动者近5万人，其中今年前
两个月新增近8000人。多措并举促
进女性就业创业，女性就业比重不
断提高，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安
庆晚报》3月10日）

着力提升女性劳动者职业技能，
大力强化女性创业者创业扶持，持续
深化女性劳动者专项服务，三大实招
拓土开疆，使得我市新增城镇就业女
性劳动者近五万人。应该说，女性就
业比重不断提高，就业规模持续扩
大，就业群体逐渐拓展，丰富了民生
画卷的具体内涵。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工作
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局部的，而
是具体的、联系的、整体的，关乎

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作为
“半边天”的女性就业，更是就业项
目里的重点工程，尤其需要质量监
管与风险评估，以免遭遇不可预测
的就业“陷阱”。

当下的就业市场机遇与挑战并
存，压力与活力同在。一方面是有
的岗位缺人，另一方面是部分大龄
劳动者、高校毕业生面临对口岗位
不足，化解这样的“供氧与吸氧不
匹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显得尤
为迫切。当然，结构性的就业矛
盾最终要在发展中去解决，而发展
实践需要新发展理念来引领。

从短时来看，需要人社、妇
联、企业等联合施策，千方百计稳
住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市场主
体，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

力。充分发挥这类市场主体的“海
绵吸附”功能，最大程度地吸纳就
业女性。如人社部门可通过业务下
移、服务下延等方式，将就业失业
登记、就业援助、创业担保贷款等

“搬进”社区，针对女性群体的就业
特点和需求，举办春风行动、就业
援助月、巾帼送岗等一系列就业专
项活动，分级分类为女性就业困难
人员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技
能培训、创业扶持等服务，加大政
策落实力度，实行兜底安置保障。

从长远来看，要以新发展理
念看待结构性就业矛盾，更要以新
发展理念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在
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同时，进一步调
整产业结构，助力高质量发展，大
力发展新兴产业、数字经济，培育

壮大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
服务业，加快对传统低端制造业提
质升级，提供更多符合女性劳动者
个性化、多元化、专业化需求的高
质量就业岗位。

就劳动者个体而言，应当理性认
识到产业变革正在影响着就业市场，
变局正在发生。为此，每个女性就业
者要坚决摒弃“冰冻”及“等靠”思
维，主动求变并且以变应变，要不断
提升对口技能特别是适应新发展格局
的劳动技能。若此，面对波诡云谲的
就业市场，女性朋友一定会“不管
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以新发展理念促女性高质量就业
王老实

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今
年我市计划完成人工造林 7.2
万亩，其中油茶造林 5.75 万
亩；森林抚育31.3万亩；退化
林修复 11.6 万亩；封山育林
22 万亩。（《安庆晚报》 3月
13日）

在这万物复苏的春天里，
“我们种树去”业已成为一种新
时尚，越来越多的安庆人走到户
外挥锹培土，为城市添绿增彩，
用实际行动擦亮“山清水秀生态
美”的金字招牌。

绿色是美丽安庆的底色。近
几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不断创新思路、
创新载体，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植树造
绿活动，“亲子林”“巾帼林”

“共建林”等可圈可点，“绿色
奇迹”的背后是广大群众日积月
累的付出。

当下全民参与义务植树的氛

围已形成，关键要解决好“上哪
儿种”“怎么种”的问题。于此
而言，在进一步完善城乡绿化总
体规划的基础上，既要整合资
源，有效搭建市民参与义务植树
的新平台，也要拓展思路，大力
推行认种认养、捐资认建、“网
络植树”等新模式，切实把“绿
色银行”的盘子做得更大。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运用到植树造绿
行动中，则是要加快构建市场
化建管的新格局。一方面要深
化市场化运作，按照“政府主
导、市场主力”的原则，持续
创新多元投入、社会参与的投
融资机制，通过大力发展“林
下经济”，走出一条兴林富民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譬如，经济
林以企业投资为主，政府投资
为辅；再如，景观林要结合商
业开发，鼓励企业投资，政府
予以适当支持。另一方面要强

化市场化管护，植树造绿亦是
技术活，要围绕“专业的公司做
专业的事”，引入专业公司进行
专业化栽种、精细化管护，不断
提高造绿成荫覆盖率。

用满城绿意打造美丽安庆新
风景，还要形成“绿化+文化”
的新格局。安庆是一座文化底蕴
十分深厚的城市，在布局“绿
园”、打造“绿廊”、建设“绿
道”过程中，要精心谋划、匠心
施工，将更多特色文化融入其
中，使绿色安庆美不胜收。

践行“碳中和”，植树造绿必
不可少。秉持“功成不必在我，
建功必须有我”的精神，循着新
理念、沿着新路径走下去，所获
得的就不光是社会效应，更有实
实在在的经济与环保效益。

用满城绿意打造美丽安庆新风景
徐剑锋

据 3 月
21 日新华社
报道，品类丰
富、品质优良
的水果如今已
经成为人们饮

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记
者调查发现，部分不良商家将歪
心思动到水果销售领域，通过过
度包装、打信息差等手段牟利。
业内人士建议，应采取更为多元
的监督管理手段，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 （作者：王成喜）

水果假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