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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维护禁

捕管理秩序，规范广大市民休闲垂

钓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

捕工作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及农业

农村部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

禁捕水域，通过使用钓具、钓法获

取钓获物的行为。

第二条 禁钓区、禁钓期禁止

垂钓。

禁钓区、禁钓期之外，可以进

行休闲垂钓。休闲垂钓是指以不

破坏渔业资源为原则，以休闲娱乐

为目的，钓具钓法和钓获物符合规

定，钓获物不用于交易获利的垂钓

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禁钓区

为常年禁止垂钓的水域，包括水生

生物保护区和市农业农村委确定

的禁钓区。

各区县（自治县，含两江新区、

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统

称区县）渔业主管部门要综合考虑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公众休闲垂

钓需求，科学规划禁钓区并报市农

业农村委批准确定。毗邻区县在

规划交界水域禁钓区时，应当协调

一致。

各区县渔业主管部门应在禁

钓区设置明显标识标牌，标明禁钓

区范围。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禁钓期

为每年3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

时。

第五条 禁钓区、禁钓期之

外，每名垂钓者应当使用一根鱼竿

（鱼线），鱼钩钩尖总数不超过两个

的钓具进行垂钓。

第六条 禁止使用下列工具

或方法进行垂钓：

（一）国家和我市公布的禁用

钓具；

（二）探鱼设备、视频辅助装置

等工具；

（三）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饵料、

窝料；

（四）以泥鳅、虾类等水生生物

作为窝料；

（五）利用船艇、排筏、其它水

上漂浮物等工具；

（六）钩宽超过2cm的鱼钩，钩

宽是指钩尖到钩柄的最小距离。

第七条 禁止钓获国家和市

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钓获

国家或市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的，应当立即放回原水体。

第八条 每名垂钓者每天垂

钓期间，留取的钓获物总量不得超

过 2.5 千克，超出部分应当立即放

回原水体。钓获单尾（只）重量超

过2.5千克的，可以留取，其他钓获

物应当立即放回原水体。列入《中

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的种类不纳

入钓获物管理。

第九条 常见钓获物应当符

合下列规格：

（一）青鱼（俗称螺蛳青）、草鱼

（俗称草棒）、鲢（俗称白鲢）、鳙（俗

称花鲢）、鲶（俗称鲶巴朗），全长不

低于30cm；

（二）鲤（俗称鲤鱼）、鲌属（俗

称翘壳、红梢、青梢），全长不低于

20cm；

（三）鳜属（俗称桂鱼、母猪

壳）、鲫（俗称鲫壳），全长不低于

10cm。

不符合上述规格的钓获物，应

当立即放回原水体。

第十条 禁止丢弃、分散、隐

藏应当立即放回原水体的钓获物。

禁止收购、销售禁捕水域钓获

物及其制品。

第十一条 市农业农村委负

责全市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工

作。

各区县渔业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禁捕水域休闲垂

钓管理，依法查处非法垂钓行为。

第十二条 各区县渔业主管

部门可依托重庆市休闲垂钓协会

等行业协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垂

钓人员实名登记备案制度，引导垂

钓人员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安全垂钓、生态垂钓、文明垂钓。

第十三条 重庆市休闲垂钓

协会等行业协会组织应当发挥行

业引领作用，强化行业自律管理，

举办行业培训，宣传法律法规，提

供咨询服务，引导广大市民规范垂

钓行为。

第十四条 举办团体性垂钓

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提前15日向

举办地所在区县渔业主管部门报

备活动时间、地点、参加人数、使用

方法和钓获物种类等事项。活动

举办时，区县渔业主管部门应现场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垂钓人员应当具

有安全意识，具备从事野外垂钓活

动的身体条件，自觉携带必要的水

上救生设备，主动识别和避开危险

区域。

垂钓人员应自觉维护垂钓水

域自然环境，不损坏水岸植被，不

乱扔垃圾，垂钓结束时应收集带走

全部废弃物。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非法垂钓的，按照《重庆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

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决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钓获国家、市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拒不放回原水体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0月8日起实施。

重庆市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试行）

为加强我市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

保护，维护禁捕管理秩序，依法打击非法

捕捞等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办法》《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决

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特制定《重庆市禁

捕水域禁止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名

录》（以下简称《名录》）。现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适用于《重庆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

域禁捕工作的决定》所规定的禁捕水域。

二、本通告禁止使用的渔具包括拖

网、张网、陷阱、耙刺、地拉网、敷网、刺

网、笼壶、掩罩、钓具、电鱼器等11类（详

见附件）。

三、本通告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包

括电捕鱼、炸鱼、毒鱼、光诱捕鱼、泥鳅钓

等5种（详见附件）。

四、因教学、科研等特殊需要使用

《名录》中禁止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进

行捕捞，需按照国家和我市有关要求进

行专题论证，申请专项（特许）渔业捕捞

许可证。

五、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重庆市禁捕水域禁止使用的

渔具和捕捞方法名录

一、禁止使用的渔具名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二、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名录

序号

1

2

3

4

5

渔具类别

拖网

张网

陷阱

耙刺

地拉网

敷网

刺网

笼壶

掩罩

钓具

电鱼器

捕捞方法

电捕鱼

炸鱼

毒鱼

光诱捕鱼

泥鳅钓

渔具名称

全部拖网

全部张网

全部陷阱

全部耙刺

全部地拉网

拦河撑架敷网

岸（船）敷箕状敷网

刺网（网目尺寸小于6cm）

定置串联倒须笼壶

定置散布倒须笼壶

抛撒掩网掩罩

拟饵（真饵）复钩钓具（钓尖数3个及以
上，或钩宽大于2cm）

拟饵（真饵）单钩钓具（钩宽大于2cm）

全部电鱼器

作业方式

使用电力击杀或击晕渔获物进行捕捞。

使用爆炸品爆破产生的冲击波击杀或击晕渔获物进行捕捞。

使用有毒物质毒杀或毒晕渔获物进行捕捞。

利用鱼类的趋光习性，用灯光诱集后进行捕捞。

使用泥鳅、虾类作为窝料诱集鱼类进行垂钓。

结构说明和作业方式

用船舶拖曳网具作业，迫使捕捞对象进入网囊。

网具定置在水域中，利用水流迫使捕捞对象进入网囊。

设置适宜形状拦截或诱导捕捞对象陷入。

具有耙挖、突刺性能，以耙刺方式捕获捕捞对象。

将网具在近岸水域放入水中，在岸、滩曳行起网捞取渔获物。
由支架或支持索和矩形网衣等构成的敷网，敷设在河道上，捕捞
对象进入网内后提出水面捞取渔获物。
由支架和网衣组成簸箕形的敷网，敷设在河道上，捕捞对象进入
网内后提出水面捞取渔获物，设置在岸边或船上作业。
网具定置或顺水漂流，以网目刺挂或网衣缠络捕捞对象。
由若干规格相同的刚性框架和网衣，连成一体构成笼具，相邻框
架间有倒须网口结构，定置于水域中作业。

其入口有倒须装置的笼型渔具，散布定置于水域中作业。

用网缘有褶边的锥形网具，以抛撒方式从上而下扣罩捕捞对象。

具有拟饵（真饵）和复钩（为一轴多钩或由多枚单钩组合成的钓
钩结构），以拟饵（真饵）引诱渔获物上钩。

具有拟饵（真饵）及单钩，以拟饵（真饵）引诱渔获物上钩。

输出电压高于直流110V、交流380V，或具备电流频率调节功能
的升压器，与可连接到升压器的电极和电抄网；名称或功能介绍
中含有捕鱼相关内容的升压器。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发布
重庆市禁捕水域禁止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名录的通告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1年9月13日

日前，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

育部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从严从

紧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和秋季学期

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深刻认识当前教育系统疫情

形势。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

压实“四方责任”，落实“四早”要

求，坚决防止松劲情绪和麻痹思

想，查找封堵学校疫情防控短板漏

洞，加强监督检查，更加科学、更加

精准、更加有效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坚决筑牢校园疫情安全防线。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着力强化重点人员摸排监

测。严格防范疫情输入校园，健全

家校协同防控机制，落实家校协同

防疫措施，细化师生及其共同居住

人员健康监测，着力阻断新冠病毒

从家庭、社会向学校传播风险。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从严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

坚持人、物、环境同防和多病共防，

压实防控责任，认真落实开学后师

生健康监测。严控大型室内聚集

性活动。加强校园卫生整治和重

点场所环境消杀。在“依法依规、

知情、同意、自愿”前提下，配合有

关部门做好符合条件的师生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教育部透露，

目前教育系统内18 岁以上师生员

工疫苗两针接种率超过95%，12到

17 岁学生疫苗两针接种率达到

91%。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持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争取当地党委和

政府统筹支持，完善突发疫情应急

处置预案，健全响应快速、流程完

整、保障有力的平急一体化突发疫

情现场应急指挥机制。要与卫生

健康、疾控等部门和医疗机构协同

开展多场景、实操性应急演练，增

强及时启动预案、果断处置突发疫

情能力。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切实加强中秋国庆假期疫情

防控。认真做好中秋国庆假期疫

情防控和留校师生服务保障工作，

加强假期值班值守，确保疫情防控

领导体制、指挥体系和应急机制正

常运行。明确离校返校疫情防控

要求。强化留校师生关心关爱，丰

富假期生活安排，保障科研、学习、

生活等需求。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提出，对于边境地

区和内地境外输入人员流动比较

频繁的地区，鼓励大家定期或者不

定期对全员或按比例进行核酸检

测，这对于“早发现、早治疗”来讲

非常重要。

据央视新闻

教育系统内12到17岁学生
两针接种率达91%

教
育
部

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人员出行、旅游和聚集性活动增加，广大市

民要坚持疫情防控不放松，合理安排出行。如非必要，不要前往高、中风

险地区及所在城市；如非必要，不要出境。

二、如出现发热（≥37.3℃）、干咳、乏力、咽痛、鼻塞、流涕、嗅（味）觉减

退、腹泻等症状，要正确佩戴口罩，及时到就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主动告

知旅行史和接触史，就医过程中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提高自我防护意

识。做好疫苗接种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请适龄、无禁忌症人群尽快接

种，做到“应接尽接”。

据重庆疾控官微

健康提示

八月十五中秋夜，月光如秋水洒

遍人间。月亮在这天最圆最明亮，比

往常更加富有灵性。是夜，人们要祭

拜月神，品尝月饼。吃月饼在人们心

中有团圆的意义，象征着家族的团

结。若想体现这一寓意，唯有吃得科

学，吃得健康才是。

月饼质量巧鉴别

看饼皮。优质月饼外表应酥松

完整且不脱落，图案纹印清晰，饼皮

不皱缩，色泽金黄，光亮软润，没有僵

皮和硬皮，底部圆周无焦斑。

看饼形。优质月饼饼形规整饱

满，饼面凸起，饼边周围无缺损、无裂

缝，包馅应完整无露馅。

看饼色。优质月饼，饼面和饼底

呈纯净金黄色，饼边圆周呈浅黄色。

如饼面过白，是火候不足；如有黑焦

块，是炉温过高和烘焙过久。

尝饼味。优质月饼口味纯正，甜

而爽口，肥而不腻，香而不俗，有月饼

特有的芳香及特有的风味，无苦涩

味、油污味、酸败味和霉气味。

月饼多食有隐忧

尽管月饼味美可口，营养丰富，

但由于其内糖和脂肪含量较高，不易

消化，故进食要适量。老年人消化功

能较差，而婴幼儿消化系统发育尚不

健全，过食月饼会加重胃肠负担，易

造成消化不良和腹泻，所以少吃为

佳。至于胃肠功能本来就不好的人，

更应注意，不可多食。作为久病初愈

者，食欲虽有好转，但消化功能仍然

较弱，切莫过量。即使正常人吃月饼

亦应有所节制，若暴食过量，就有可

能导致急性胰腺炎，出现剧烈腹痛等

症状，甚至危及生命，千万要小心。

月饼属高糖、高脂食品，不少是采

用猪油作馅，以下疾病患者应慎食。

糖尿病人由于不能充分利用血

糖，食之可造成血糖增高，某些人在

食用月饼后还有昏迷危险，尤其是胰

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患者当慎之又慎。

患有胆囊炎、胆结石的人，过食

月饼会引起胆囊收缩，胆汁滞留，易

致疾病的急性发作或使病情加重。

高血脂、冠心病、脑血管意外等

患者，饱食月饼会增加血液黏稠度，

使血流减慢，不利于脑血管病的康

复，并可加重心脏缺血程度，甚至诱

发心肌梗塞，要格外注意。

脂溢性皮炎、痤疮等皮肤病的发

生、发展与糖类和脂肪摄入过量有

关，食用过多的月饼，可使这些患者

的皮脂腺分泌增加，病情加重。

对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患者来

讲，吃月饼过多，可促进胃酸大量分

泌，从而加重对溃疡面的刺激，这对

溃疡愈合极为不利，严重者还能诱发

胃出血、穿孔等并发症。

咸味月饼含盐较多，肾炎患者多

食之后，可因水钠潴留而加重肾脏负

担及水肿，使病情加重或恶化，故应

谨慎。摘自中国科普网-《科普时报》

月饼怎样吃才健康

《欧洲心脏杂志》刊登一项新研

究发现，房颤和中风高危患者，如果

一周内每天平均运动量减少1小时，

那么次日房颤风险就会增加 24%。

平时越不爱运动的人，这种风险越

高。

南丹麦大学医院和哥本哈根大

学医院研究小组对1410名老年参试

者展开随访研究。参试者平均 74.7

岁，其中女性占比 46.2%。这些参试

者没有确诊房颤，但至少有1种房颤

和中风风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心

衰及曾经得过中风等）。研究人员通

过植入式循环记录仪对参试者日常

身体活动以及房颤发作情况展开连

续监测，跟踪观察时间约 3.5 年。监

测 发 现 ，在 361 名 参 试 者（占 比

25.6%）中，时间超过60分钟的房颤发

作 过 10851 次 ；在 429 名 参 试 者

（30.4%）中，时间超过6分钟的房颤发

作人均97次。所有参试者每天平均

运动112分钟。

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近100天内

运动量相对较大的人群，房颤风险明

显更低，运动量每天增加1小时，房颤

风险可降低 12%；如果懒得动，运动

量每天减少1小时，房颤发病风险就

会增加24%。在总运动量处于低（少

于 80 分钟/天）、中（80~141 分钟/天）

和高（大于141分钟/天）三组参试者

中，过去一周平均每天运动量如果比

过去 100 天减少 1 小时，次日房颤发

作风险会分别增加62%、27%和10%。

这项新研究结果表明，存在房颤

风险且本来就不爱动的老人，如果运

动量突然变更少，应当心房颤发作。

因此，监测运动量对于降低房颤发作

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据生命时报网

运动量突然变更少
应当心房颤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