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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过后，又见运河捞鱼族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晨

格记者手记

捞起了鱼，

丢掉了文明

雨后到河边散步，应是一件
十分罗曼蒂克的事情。可惜的是，
1日这场大雨过后，记者沿着河岸
去上班的路上，又见到了十分刺
眼的一幕：成群的市民拿着各式
各样的长枪短炮冲向河边，将手
又一次伸向了古老的运河。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人雨后在河边捞鱼，并逐渐形
成了一种风气。只知道从我参加
工作开始，几乎每年都要报道雨
后河边捞鱼的新闻，而每一次都
是倡导收网禁捞，这一次也不例
外。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行为
既不文明，又不安全，还破坏生
态环境。但事实上，采访中大多
数捞鱼的市民恐怕还无法真正
意识到这些。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即便他
们觉得无所谓，在河岸上看着他
们的市民也觉得没关系，但离河
岸更远的马路上，或者是周边的
居民楼、商用楼上，更多的市民
会怎么想？今年，济宁市成功申
办了第二十三届省运会，可想而
知的是，到了那一天，会有更多
的外地市民来到济宁，来到运河
之都。看到这些捞鱼者，他们又
会怎么想呢？

他们捞起了鱼，却丢掉了文
明，并把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深深
印在广大市民的脑海里。“捞者”
们，请收手吧！

大雨过后，
上百人河边捕鱼

上午9时许，天空还下
着小雨，记者在东大寺桥上
看到，城区运河的水位猛
涨，绿色的河水也变成了黑
黄色，水中还夹杂着很多生
活垃圾。而秀水城西岸也已
经灌入了河水，约有 30厘
米左右深，不少店主都只能
坐在店门口，无聊地玩着手
机。

记者走上河岸，发现已
经有市民一手打着雨伞一
手拿着网进入运河捞鱼。在
秀水城西面的水上广场，附
近一家商店的店主边捞鱼
边喊着其他店主，“这边河
里有很多鱼，都一块捞点
吧。”记者在他身边看到，除
了自制的捞网外，还有专门
用来捕虾的篓子和其他一
些五花八门的工具，附近的
一个脸盆里盛满了整整一
桶小鱼苗，还有七八条十多
厘米长的鱼及一些龙虾。

虽然中间又下了一阵
急雨，但仍没有挡住市民们
捞鱼的热情。下午 3时许，

记者再一次来到东大寺桥
上，发现秀水城附近的河岸
上已经聚集了上百名捞鱼
者。在桥下，一名身着保安
服装的捞鱼者显得特别显
眼，手持的杆子前后各有一
大一小两个网，大概这名保
安也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大
雅观，见记者拿着相机走
近，连忙收起家伙离开。沿
着运河西岸走了大概 100
米，竟有不下 40名市民正
忙得不亦乐乎，其中有的人
拿着捞网在河边不停捕捉
目标，也有不少人直接脱了
鞋，下到仍然灌着水的河
堤上，动起手来。在玉带
桥附近，一家饭馆的厨师
竟然全体出动，手持的家
伙也多种多样，其中还有
做饭用的漏勺，收获也多
为一些巴掌大小的草鱼和
鲤鱼。“拿回去，放到池
子里先养着，看看能不能
吃。”一位厨师用脸盆端
着十几条鱼，满脸兴奋地
说。

破坏生态，安全隐患不少

记者在秀水城下碰见了正在河边巡
逻的阜桥派出所的民警，负责人董所长
告诉记者，为了防止河水倒灌，他们一直
在河边巡逻，同时也能监管一下捞鱼大
军，防止意外的发生。“我们过去劝阻，往
往都当成了耳旁风，还嫌我们多管闲
事。”董所长无奈地说，2008年时曾有两
名捞鱼者不慎掉入到运河中，所幸当时
被人及时救起，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
生，但这并没有引起其他市民的重视，仍
有很多人直接站到湿滑的河岸上，探出
身子去捞鱼。
“现在城区的管道还是雨污合流系

统，一下大雨，大街小巷积攒的雨水、污
水和垃圾都涌入运河，水位猛涨，河水中
悬浮物也增多，导致水中溶解氧降低，造
成了鱼虾浮头的现象。”河道管理科的秦
科长告诉记者，几乎每年的雨季都会出
现这种情况，这时候捕鱼也确实很容易，
但因为很多市民都是直接捕捞鱼苗，拿
回去喂养自己的宠物，这样对运河的生
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秦科长表示，河
道管理部门并没有直接的规定来管理这
类行为，但从城市文明建设、生态保护和
安全的角度上讲，他们希望市民们能早
日停止捞鱼这种不可取的行为。

1日，一场大雨过后，城区运河水位猛涨，河中的

鱼、虾等纷纷开始浮出水面。从上午9时开始，虽然天

空偶尔还下着小雨，但越来越多的市民拿出渔网、渔

叉等工具，跑到运河中捕鱼。这种行为既有损城市的

文明形象，又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看，那里还有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