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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金融知识 维护受众权益
华夏银行无锡分行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

分行结合防疫形势，运用科技力量，开展了一系列线上
宣传，通过分行微信公众号、微信长图、短视频等形式发布
线上宣传资料；多家支行开展线上“以案说险”风险提示，普
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支付安全、警惕低价陷阱等金融知
识，并号召全体员工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宣传海报，通过线上
渠道将金融知识传递到金融消费者手中，营造全社会共享
宣教内容，全民共创和谐金融环境的良好局面，促进银行业
健康稳定发展。

为进一步加大消费者权
益保护宣传教育力度，提升
金融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和
能力，6月1日至30日，华夏
银行无锡分行正式启动“普
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

分行组织员工深入企业、园区等，向社会公众
普及金融知识，针对不同客群的特点，重点普及不
良网络借贷陷阱、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远离高利诱
惑及支付安全等知识。

长久以来，华夏银行无锡分行都高度重视金融
知识宣传工作，通过本次“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的
活动，向社会和公众充分展示了“华夏银行 一心为
您”的企业形象，分行将继续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作为一项常态工作，持续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引
导消费者依法理性维护自身权益，助力营造良好的
金融消费环境。 (邓梅）

分行积极充分发挥辖内各营业网点厅堂阵地宣传的作
用，通过LED、电子海报屏以及厅堂电视循环播放“凝聚你
我力量 让金融消费更温暖”活动口号、活动海报、防范非法
集资、防范电信诈骗等宣传片等；在营业大厅内摆放活动宣
传折页，加强厅堂公众咨询服务，配备厅堂金融知识宣传
员，重点对青少年、老年人、信贷客户、信用卡客户等消费群
体开展知识普及和宣教工作。利用客户等待办理业务的有
利时机，为客户普及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及应对
措施，提高客户防范能力。为确保宣传活动合规有序开展，
分行全辖各网点已将“普及金融知识”宣传内容纳入近期晨
会、夕会内容组织学习，确保全体员工熟悉掌握活动内容，
进一步提升宣教效果。

创新活动形式，强化线上宣传

以厅堂为阵地，开展金融知识普及

以外拓为契机，坚持“走出去”宣传

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
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也
是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
障，十年“禁渔令”旨在让长江
休养生息。

但承担保护长江重任的渔政
部门人员却严重不足。中国海监
江苏省总队渔政执法处处长陈建
荣说，长江江苏段400多公里，有
渔业执法资格证的只有217人，
长期在一线工作的约100人。

装备同样捉襟见肘。记者
在扬州市广陵区新坝渔港看到，
这里停着全区渔政部门唯一的

一条执法艇。“这条执法艇只有
6.36米长。”该区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唐明虎无奈地说，这样的技
术装备很难满足高强度、全天候
的禁捕执法监管需求。

为弥补长江渔政力量不足
等问题，江苏试点聘请退出捕
捞的渔民为护渔员，建立护渔
队伍。“他们熟悉水上情况，适
应水上工作，效果明显。”王明
超说。国网泰州供电公司守护
长江碧水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
长燕鑫伟等认为，应充分发挥
民间保护组织和志愿者的力

量，参与江面巡护工作。
有关人士认为，长江生态

保护需加强部门联动，对捕捞、
运输、销售、餐饮等多环节进行
监管。

记者还发现，一些渔民因
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上岸
定居后就业率不高。“长江禁渔
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渔民真
上岸，才有人与水的真正和
谐。”长江淡水豚保护专家章贤
认为，要进一步加强渔民职业
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转
型。 （据新华社）

偷捕现象未绝，“江鲜”仍在高价交易
——长江“禁渔令”实施近半年追踪

从2020年1月1日开始，长达十年的长江“禁渔

令”开始实施。目前，“禁渔令”实施已近半年，但记者

近期暗访发现，长江偷捕鱼类现象并未禁绝，特别是

“江鲜”仍在暗中交易，有的一公斤能卖6000元左右。

暴利驱使下，对长江鱼类的捕捞、运输、销售，已经形成

完整的黑色地下产业链。

10多条刀鱼依次排
开，江虾占了半个水箱
……这是记者近期在长
江沿线某市水产市场看
到的景象。

“清明后刀鱼刺变硬
了，小江刀一公斤 500
元，超过二两的 1 公斤
800元。”一位鱼贩子称，
江虾的价格也在一公斤
300元左右。

在另外一个市的商
贸批发市场，一位纪姓商
户告诉记者，吃“江鲜”需
要通过特殊渠道提前两
天订货。“很多‘江鲜’馆
都从我们这里拿货。养
殖的鮰鱼一公斤24元左
右，野生的价格是10倍
以上。”

长江刀鱼被誉为“长

江三鲜”之一。由于环境
恶化、捕捞过度等诸多原
因，近年来刀鱼资源严重
枯竭。随着数量减少，价
格不断走高，一些不法分
子为获取暴利铤而走险。

“物以稀为贵，越是
禁止价格越高。”当地商
户告诉记者，“刀鱼的价
格比往年涨了一倍，供不
应求。清明前的长江刀
鱼刺很软，一公斤甚至能
卖到6000元左右。”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
在长江捕食野生刀鱼屡
禁不绝。记者在多个发
生交易的市场上没有看
到监管人员。“他们来我
们就躲，他们走了我们
卖。”有商户称之为“躲猫
猫”。

电鱼是偷捕的主要方式。
“这是标准的酷捕滥捞、竭泽而
渔。过去，渔民都知道要让水
域休养生息，但现在，即便是长
江禁渔以后，也仍看到不少人
非法电鱼，让人愤怒、痛心。”多
年从事长江水生物保护的志愿
者张明浩说。

“长江禁渔后，受暴利驱
动，一些原先并非渔民的人也
加入偷捕。”长江航运公安局
镇江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曹
钦说，这些人主观恶意大，反
侦查能力强，呈现组织化、专

业化特点。
“他们了解警方打击偷捕

需要查获鱼和渔具等证据，于
是故意将捕获的鱼藏在一个地
方，将渔具藏在另一个地方。”
曹钦说，“而且，他们与渔民不
一样，不是个人或夫妻俩，通常
是一个团伙协同犯罪。”

据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三
级调研员岳才俊介绍，长江禁
渔以来，渔政部门已组织开展4
次省级长江渔政专项执法行
动，收缴违法违规捕捞网具近
1000 套，没收渔获物 120 公

斤，查处非法捕捞案件58起。
岳才俊说，从查获的较大

非法捕捞案件看，非法捕鱼团
伙常常使用便携式电鱼设备，
快艇分工协作，机动灵活，遇到
查处经常会把作案工具直接丢
入江中销毁罪证，导致执法取
证难度大。

据警方和渔政部门反映，
长江渔业资源的捕捞、运输、销
售已经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

“鱼需要当天处理，凌晨就被运
到各大饭店或水产市场，利益
相关者都是共谋。”

“江鲜”仍在交易，价格比往年涨了一倍

偷捕和销售呈组织化、专业化

长江禁渔不能沦为一纸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