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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26日清晨4点半，天刚蒙蒙亮，济
宁微山县留庄镇耿庄村46岁的村民满
在勤就和妻子划着木船来到南四湖。
布置网箱、标记浮漂，在等待了100天
的休渔期后，满在勤干起活来特别带
劲。“刚下湖就能感到水比以往更清
了，能看到湖里潜游的鱼。”

满在勤说，虽然休渔期已经实行
了几十年，但是以往湖里经常会出现
渔民偷偷捕捞、电鱼等违规的情况，现
在渔政船天天在湖里转悠没人敢冒这
个险。

上午10点，满在勤将早上布好的
网兜拉了上来，白莲、花莲、鲫鱼、银鱼
等十余种鱼铺满船头。“今天是休渔结
束的第一天，湖里的鱼还不适应网箱
的布置，所以捕鱼量不是很大。”不过，
满在勤凭借自己20多年的捕鱼经验判
定，鱼的种类数量增多说明今年休渔
的效果比往年都要好。

靠山吃山，靠湖吃湖。渔民在南四
湖里养殖、捕捞是祖辈延续下来的生
产生活方式，湖是什么样，渔民就在什
么样的湖中捕鱼。

“差不多十年前，这里的污染非常
严重，整个湖面的颜色呈灰黑色，污水
一来，渔民基本就捕不到鱼了。”微山
县两城镇三庄村村委书记屈晋宽说。

据了解，南四湖以前是“酱油湖”，
水质差，银鱼、毛刀鱼这些对水质要求
较高的鱼类越来越少，渔民们一度认
为这些鱼种已经绝迹。但最近几年，这
些鱼的数量越来越多，“这几种鱼比较
贵，就算捕捞的鱼量小，我们的收入也
不会减少。”

微山县渔业综合管理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即使休渔期已经结束，南
四湖中的捕鱼量也会得到控制，现在
每年湖中的渔民被限制在5000名以
内，为鱼类休养生息提供保障。

南四湖水质变好，让生态渔业的
发展也成为现实，自今年起，微山县计
划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南四湖沿湖
改造建设40万亩标准化池塘，规划为
生态养殖区、湿地净化区等功能区，构
建完善的池塘-湿地生态循环养殖系
统，最终建成南四湖湖区生态清洁型
现代渔业产业体系。

济宁南四湖百天休渔期结束，近乎绝迹的鱼类增多

湖水变清了，鱼才好抓
文/本报记者 王洪磊 实习生 刘旭 片/本报记者 李岩松

能捕鱼了，渔民老满很开心。

▲南四湖的渔民正在捕捉野生虾。

89岁老人寻找烈士弟弟大半生
“民政部门问我，是不是真有这个弟弟”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6月初，在烈士寻亲报道刊发两周
后，本报收到了一封来自菏泽曹县的信
函。一位自称阎氏的老人说，自己是烈
士阎进轩的姐姐，她今年已经89岁了。

23日上午，在曹县一家养老院里，
记者见到了老人阎氏。她告诉记者，解
放战争时期弟弟曾在11纵队第32旅第
94团团部担任通讯班长。后来，他还给
家里写信、寄照片，但1950年前后，弟弟

阎进轩从贵州写信说自己剿匪受伤，两
三天后出院，之后便再无音讯。而根据
中华英烈网中关于阎进轩的描述：1950
年3月18日，他在与土匪激烈战斗中，因
子弹耗尽牺牲。

在失去联系七八年之后，不少当初
曹县有家人参军的乡邻要么收到了烈
士证明书，要么等来了亲人的消息，而
阎氏则第一次找到民政部门，想为弟弟
的下落要一个说法。

阎氏的儿子邵遂亮回忆说，60多
年，他家里人寻找舅舅阎进轩已经不止
100次了。这期间，阎氏找过街道、民政
部门、部队。“民政部门说，就算找到，烈
士没有子女，姐姐是没有烈士家属待遇

的，而且连一个烈士的荣誉也没给。”
在寻亲期间，因为菏泽发生过一次

大水，阎进轩的家信和照片被冲走了，
证据成了寻亲的新问题。

据阎氏介绍，去年民政部门对
部分烈士子女进行补录，她最后一
次去民政部门询问弟弟的下落，“民
政 部 门 问 我 ，是 不 是 真 有 这 个 弟
弟”。而邵遂亮当天给菏泽市民政局
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要证明和
阎进轩的关系，拿出证据来。”

在5月21日本报刊登阎进轩烈士以
及其他51位烈士“寻亲”的消息后，邵遂
亮代表母亲再次将材料递交到民政部
门，得到的回复是，暂时无法认定。

52名山东烈士60余年未“归”

阎进轩烈士89岁的姐姐阎氏。

老满收获了禁渔结束后的第一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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