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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明明湖湖每每天天捞捞百百斤斤死死鱼鱼，，多多是是放放生生的的
荷花被啃食，原有生物减少，生态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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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者互不相识
只是靠网络联系

除了个别市民的随缘放生外，济南
市还有不少放生组织，而究竟是什么样
的人在放生？他们如何放生？记者跟随
两个放生组织进行了体验。

文/片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实习生 赵敏

提着塑料袋来，倒进湖中就走
9日，是农历的二月初一，

也是大明湖放生比较集中的
日子。上午天下第一泉风景区
联合五部门对景区内放生行
为进行集中劝阻。通过监控录
像发现，9日上午共有3起放生
行为，都为个人小范围放生。

超然楼北侧水域，一男
子携带鲫鱼前来放生，手里
还拿着专门放生的“金盆”。
工作人员上去劝阻，该男子

称不知大明湖不能放生，接
着离开。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保卫
处副处长杨俊国介绍，能明显
感受到放生行为增多的是在
201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了大明湖放生是个好地
方，当时大明湖放生也处于监
管空白。”杨俊国说，大明湖景
区中最容易放生的区域是在
临近街道的水域，这个区域离

市场较近，交通便利，停车也
方便。

“刚开始一般都是三五
个人的群体，或者就是一个
人拿着个黑塑料袋子装着几
条鱼，倒入湖中就走。”杨俊
国说，早期的放生还是小范
围的，“一般是家里有事儿
的，过来祈个福，许个愿。”这
样的放生危害较小也很隐
蔽，景区工作人员较难发现。

荷田空了一半，田螺堵住管道
在大明湖扩建之前，每

隔两年大明湖景区都会对湖
内环境进行一次清理。扩建
之后，护城河的活源补充使
大明湖的水质一直保持着良
好状态，自2008年最后一次
打捞清淤后，大明湖景区再
没有进行过湖内的水类生物
打捞，因此湖中的生物情况
如何，目前很难确定。但长期
从事湖面清洁工作的工人以
及老员工都能深切感受到近

些年湖内的生物变化。
天下第一泉景区园容科

科长苏健说，大明湖景区稼
轩祠北面荷田中，中间的部
分早已空了。“鲤鱼、草鱼等
啃食水生植物，对荷花景观
是很直接的威胁。”荷花被啃
食后，景区每年都要投入相
当成本进行翻种。

杨俊国介绍，有些市民
曾向景区投放不少田螺，由
于其大量繁殖，惹了不少麻

烦。“它们钻到水下设备船、
中水泵，挤满了管路。2014
年，大明湖南门附近的厕所
就被堵死，而锯开管道后发
现整个管道都是田螺。”

杨俊国介绍，大明湖景
区内的原有水生生物，如螺
蛳青、明虾、石龟、水老鼠等，
现在很少见。但相比之下，一
些不是大明湖本地品种的生
物却被经常打捞上来，如乌
龟、鲇鱼、蛙类、鳝鱼等。

放生鱼死亡率能达到六七成
每月初一和十五都是放

生集中的日子，“之前车辆能
开进来的时候，一车拉两三

千斤鱼很正常，哗啦啦地
放。”杨俊国说，大量放生之
后，景区工作人员就会捞出
大量死鱼。

“不少鱼的鳞被伤了，或
者鱼本身就奄奄一息，还有
发白的鱼根本不适应环境
等。”苏健说，这才是死鱼的
第一批，“大量的鱼刚死时是
沉底的，十几天腐烂之后，才
会漂起来。”苏健说，从湖面
打捞的死鱼形态来看，绝大
部分都是放生的鱼。“死鱼种
类多是鲤鱼和鲫鱼，是市场
上常见的大小。”

让苏健印象最深的是，
去年4月份大明湖水面死鱼
泛滥。“当时泉水水位一直很

低，大明湖水补充量很少，四
月份的湖水颜色已经发黄，
并且漂着白沫，特别是流动
性差一些的小东湖区域。”

景区的工作人员粗略估
计，每年放生鱼类的死亡率
能达到六七成。“整个园区每
天都能捞100多斤的死鱼，多
的时候能有200多斤，一个月
下来能有三千来斤。”苏健
说。

湖内大量死亡的鱼类，
给水面清洁工作造成了极大
的压力。“夏天捞上来的死鱼
有着强烈的腐烂味道，鱼身
都涨起来，拿网一捞就能断
开。顶着风飘过来的味道一
般人真受不了。”苏健说。

迫于严管临时放弃大明湖放生

3月2日，济南某放生小组群内发布公告，“3

月8日上午九点在大明湖南门往东约200米路北
小广场北邻放生，请参加放生的师兄8:30前准时
赶到大明湖好帮忙搬鱼。”随后，附有三位组织
者的联系方式，其名字中带有“菩提”“了尘”“善
和”等字眼。

提前与组织者确认好时间地点后，8日早晨
记者来到大明湖，等了十几分钟后，仍没见到任
何放生人员，于是记者联系了放生的一个组织
者。“大明湖现在管得太严了，没法放生，”该组
织者称，“这次活动取消了。我们正在寻找最新
的适合放生的地点。”7日晚，记者又收到济南某
放生协会的通知，“中午在泺口黄河公园站集
合”。但在8日早晨，记者再次接到信息，放生的
地点临时被改到长清某水域。

珍珠鳖娃娃鱼，多是卖给放生者

8日，记者赴约来到济南市海鲜大市场，和
组织者老徐购置要放生的鱼类。“市区被贩卖的
鳄鱼龟都是从这里进货的。”老徐说。

老徐在位于市场门口的几家店铺来回转
了好几遍，记者看了一下，这几个摊位多是为放
生者准备：有比足球的直径还要大的珍珠鳖和
中华鳖，有大小不一的甲鱼，有大约手掌长的泥
鳅，有鳄鱼龟，还有娃娃鱼。“珍珠鳖不错，昨天
两个老人刚从这里拿了一公一母放到大明湖，
两千来块钱。”商家说，他干这行已经近十年，每
个月都有几批放生的人过来找他拿货。据了解，
珍珠鳖是外来物种，与巴西龟、鳄龟等外来物种
一样，均不可随意放生野外。

通过网上沟通，一起参加活动

在购置了几十斤泥鳅、鳝鱼和甲鱼后，老徐
同其他三位放生者一同前往长清某水域。老徐
称这次放生为“民俗放生”，这天既是正月放生
的最后一天，也是放生者老张的生日。

老张驾车，话不太多，平时做律师工作。到
长清某水域后，之前在网上与老徐联系的五个
人早已在此等候。接着，几个人将买的水生生物
从塑料袋中倒在盆中，并将盆摆成莲花状。只见
盆中已有一条鲶鱼白肚朝上。在老张的带领下，
众人齐声念着“请生”语。之后便分头将水生生
物倒进水域，前后过程不到十分钟。参与放生的
人便将钱交给老徐，用他们的语言是“随喜”。之
后，几人便散去，老徐说，“我们互不认识，只是
通过网上沟通，一起参加活动。”

大明湖放生由来
已久，由于监管空白
和处于“道德弱势”等
原因，景区在管理上
一直有心无力。但大
明湖的生态破坏却日
益显现：荷田被毁，本
地水生生物减少，水
质变差。放生的鱼类
大量死亡，景区每天
要捞上百斤死鱼。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实 习 生 赵 敏

大明湖
景区内每天
都要捞上上
百斤死鱼。

景区供图

9日，天下第一泉
景区的大明湖岸边，工作
人员巡逻、劝阻市民放生
鱼类。经过工作人员现场
的宣传教育，来放生的市
民都收回了自己带来的
鱼。当日是农历二月初
一，是民间传统的放生日
子。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放生组织者放生的有泥鳅、鳝鱼、甲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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