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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举报非法捕捞 执法人员不到现场

民警也叫不来渔政执法人员

唯一一条路机动车开进去只能倒出来

地铁五号线李七庄南站进出有点难

武清区:公园缺乏维护

提示牌破损 交管部门已拆除

报培训班 骚扰电话没断过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市民报警：“有人非法捕捞水生生
物。”民警当场控制住了捕捞者却叫不来
渔政执法人员。事情过去一年多，市民也
没得到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这样的执
法力度让他直呼，不给力。

市民：

渔政不到场执法 区农委答非所问

报警的市民姓李，报警时间在2023年
禁渔期，报警地点在宁河区。

李先生特别关注水环境保护，2023年
6月8日9时左右，他发现有人在宁河区潘
庄镇青龙湾故道下地笼非法捕捞水生生
物，当即拨打110报警。“民警很快赶到现
场，把非法捕捞者控制住。民警现场联系
渔政执法人员，可等了一个多小时，对方
也没到场。”李先生说，最终的结果是渔政
执法人员没到场，一年多过去了，非法捕
捞者也未被处理。

就此事，李先生多次通过天津12345
热线、政民零距离平台反映问题，可不是
未得到正面回复，就是答非所问。李先生
向记者出示了8月26日宁河区农业农村委
员会给他的一份书面答复，内容如下：“市
民反映桥北街蓟运河相关流域夜间捕捞
红虫噪音扰民事项，由于宁河水域广阔，
执法人员有限，首先对市民举报问题，渔
政部门未能及时到场表示深深的歉意。

下一步，区农业执法支队将加大同属地政
府等相关部门的协同力度，持续保持对非
法捕捞红虫行为的高压态势，切实减少非
法捕捞红虫行为……”李先生说，他反映的
明明是潘庄镇青龙湾故道下地笼非法捕捞
水生生物的问题，但给他的回复却是桥北
街蓟运河捕捞红虫噪音扰民问题，简直是
南辕北辙，可见管理部门对非法捕捞一事
不重视、态度敷衍。

现场调查：

每年六七月份 非法捕捞尤为严重

9月 3日上午，记者来到了青龙湾故
道。这是流经宁河区的一条二级河道，为
海河流域北运河分洪河道、潮白新河的支
流，河水比较清澈，蜿蜒出去几百米。在
2023年、2024年宁河区对外公布的禁渔期
所禁区域中，都包含有青龙湾故道。记者
到现场时，因为正值汛期水位较高，所以未
发现有下地笼的痕迹。

河道两侧有大量绿植，但长得不算太
高，人可以靠近河边。附近有闸门，经常有
活水，利于鱼类生长，河里面的鱼比较多。
李先生告诉记者，每年六七月份正处在禁
渔期，却是非法捕捞最为严重的时候。河
边地形容易下地笼，他经常看到有人用地
笼捕捞水生生物，因而多次举报，可几乎没
看到有渔政执法人员来治理。

记者查询得知，地笼又称“绝户网”“扫
地穷”，学名叫定置串联倒须笼，类似一种
陷阱。“地笼”渔网因孔眼小，大量的幼鱼、
幼虾进入后很难逃脱，对鱼类资源的灭绝
性破坏无法估量。同时数量众多的地笼网
还会导致水草、垃圾等杂物堆积堵塞河道，
大大降低水流速度，阻碍河道行洪排涝，严
重破坏水域内的生态平衡。

宁河区水域面积比较大，一级河道有5
条、二级河道12条、沟渠1700多条，水域面积
270平方千米。这么大的水域面积，仅两名
渔政执法人员，连接群众举报到场检查都顾
不过来，如何行使法律法规赋予他们日常巡
查的职责？

宁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人
告诉记者，他早就发现了人手不足带来的问
题，在他看来，仅渔政执法这个岗位，至少需
要9名人员，这样才能做到三班倒，完成日常
巡查，现在尚有7名人员的空缺。去年他曾
正式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上报区委、区政府，
希望多招录一些执法人员，区委、区政府也
很重视此事，但因机构改革后，单位性质不

明确，此项工作卡壳了，至今未有进展。
采访中，宁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的工作人员多次表示，治理非法捕捞，不仅
渔政有执法权，在“河长制”管理制度下，区
水务局、属地街镇、公安机关均有执法权，对
非法捕捞现象，应该是各部门协同治理。不
过，就在去年年底，农业农村部出台了《关于
加强渔政执法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
提及加强渔政执法监管对保障国家渔业权
益、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护渔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推进水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由此看来，渔政执法仍是协同执法中
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加强执法人员队伍建
设，已不能再拖。

农业农村部制定的《渔政执法工作规范
（暂行）》中明确：“渔政执法机关在禁渔期、禁
渔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及违法渔业活动高发
时段、区域，应当加强巡查力度。收到相关部
门移交或者群众举报的违法行为线索时，应
当组织检查。”可2023年6月8日，为何民警联
系了，渔政执法人员也不到场检查？而且事
情过去一年，也没有对非法捕捞者作出处罚？

宁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下属的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人解释，支队共有38
人。负责渔政执法的为四大队，该队共有执
法人员7人，管理的范围有农机、渔政、违法
占地建设住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
其中主要负责渔政执法的仅有两人，他们还

要兼顾其他工作，人手严重不足。
两名渔政执法人员也告诉记者，当天他们

正在对水产养殖场投入品进行检查，接到民警
打来的电话后，因为路途较远，车程需要一个
多小时，且正在工作中，所以未到现场。“我们和
民警说好了，请他们先调查并固定证据，稍后
我们再去处理。”后续有无对非法捕捞人员进
行处理？对记者的提问，渔政执法人员表示，
他们联系了民警，得知非法捕捞者违法情节轻
微，捕捞鱼的数量比较少，未达到行政处罚的
裁量标准，所以民警批评教育后就让捕捞者离
开了。不过，宁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
责人承认，接到群众举报线索未到场处理，不
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的工作都存在失误。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摄

地铁五号线李七庄南站唯一一条连
接外界的路，因为太窄，机动车开进去出
不来，乘客进出只能靠步行，然而此路长
度约一公里，走起来还真不算近。

市民林女士反映说，前不久她乘坐地
铁五号线误到了终点站李七庄南站，因为
乘坐的是末班车，不能再返回，只好出
站。“我用手机叫网约车，司机让我走到大
路上去等他，说站前的路太窄，机动车进
得去出不来。”林女士说，晚11时许，她一
个人用手机照明走了15分钟才到达指定
地点。“网约车司机说，去年冬天他送客人
到地铁站口，客人下车后他只能倒着把车
开了出来，路窄得没法掉头。自那以后每
次接送客人，都约外边见。”

一位外地乘客反映说，她乘坐出租
车前往地铁李七庄南站，出租车开到

路口就停下了，司机说机动车开进去
只能倒着开出来，让他自己走两步。
“本来着急才打的车，不想又走了 10多
分钟才进站。”

记者到现场采访，从中兴路拐进通往
李七庄南站的无名小路，看到路边有两块
提示牌，一块写着“禁止通行”，另一块写
着“前方路窄无法掉头”。初进无名路，并
不觉得太窄，路边还停了几辆汽车。但越
往里走路越窄，待拐过一个弯道后，路面
窄到仅容一辆车勉强通过。路的尽头是
一排路桩，行人可以穿过路桩进站，汽车
只能倒行出去。地图显示，从中兴路到地
铁站的距离是930米。

这条路是唯一能进出李七庄南站的
路。该站目前开通有B口和C口，但是两
个口都从这一条路进出站。

为什么把进出站的路修得这么窄这
么长？李七庄南站工作人员表示，该站本

来不具备开通条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适
合进出站的道路。因周边居民群众需求强
烈，这才修了临时进出站的道路，开通了此
站。道路不是地铁方面修的，相关情况也
不了解。

记者联系李七庄街道办事处，街道建
管办工作人员查询了相关会议纪要后回复
说，2021年8月10日市有关部门召开专门
会议，研究决定，地铁集团出资，李七庄街
负责建设，修建一条临时道路，以供乘客进
出地铁站。这里本来有一条乡村道路，虽
然只有四米宽，但是有路基，修建起来效率
高。如果拓宽，则涉及征地问题，且周边的
土地为农村集体用地，手续复杂。考虑到
群众乘地铁需求迫切，为了提高效率，就按
目前的标准修了这条路。

至于是否能把这条路拓宽，西青区住
建委表示，将来如果周边地块有开发需求，
可在土地整理过程中一并纳入进行。

东丽区睿府花园小区高楼层居民“缺水”

没政策支持 二次供水管道移交难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一年停水数十次，最长一次停4天。
最近5年，东丽区睿府花园小区的高楼层
居民一直处于这样“缺水”的生活状态。
二次供水管道频繁爆裂，只能随爆随修，
解决方案是将管道移交供水企业，可因为
没有政策支持，移交成了难题。

睿府花园小区二期是2017年交付使用
的，为高层住宅，楼层分别为13层和16层。
两期共29栋楼，1808户居民。业主韩先生住
在15层，2018年入住，舒适的生活仅维持了
1年。“从2019年开始，二期16号楼到29号
楼，6层以上靠二次供水管道供水的业主家
开始频繁停水，受影响的大概有五六百户。”
业主们从物业公司处了解到，停水的原因是
管道卡箍锈蚀，导致水管爆裂，1到5层靠市
政管网供水的业主家不受影响，可靠二次供
水管道供水的高层业主却遭了殃。每次爆
管，物业公司倒是都会找人来维修，但仅今
年夏天，韩先生家已经停水三四次，如此频

繁地停水，谁家也受不了。
韩先生也咨询过供水企业，能不能由

供水企业对管道彻底维修，后续接手管
理？供水企业给出的回复是，因为二次供
水管道未移交，他们没有管理权。关于移
交的问题，东丽区水务局的回复是“缺少
政策支持”。在韩先生提供的东丽区水务
局书面回复中，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目
前天津市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移交供
水企业管理的相关政策尚未出台，东丽区
水务局曾多次与供水企业就小区二供设
施移交事宜沟通协调，但由于缺少相关政
策支持，供水企业始终未同意接收。待相
关政策出台后，东丽区水务局将第一时间
按照政策要求推动落实移交工作。”

睿府花园小区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我市有不少小区面临着二
次供水管道维修难的问题，例如西青区中北
镇华亭丽园小区、北辰区小淀镇嘉阳花园小
区等。

东丽区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睿
府花园小区交付于2017年，二次供水管道已
经不符合现行标准，供水企业不同意接收，而
开发建设单位也已经没有能力对管道进行全
面改造。在相关规定中，只写明新建居民住
宅的二次供水设施验收合格后，应由建设单
位移交供水企业运行维护管理。但对于究竟
该如何移交？走什么样的手续？供水企业需
要收取多少管理费用？不移交如何处罚……
这些细化的规则都没有，因此目前大部分新

建小区的二次供水管网都未移交供水企业。
记者查询得知，2020年10月，市水务局印

发了《天津市二次供水管理规定》，其中明确：原
有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符合现行行业和我
市地方标准的，由所在区人民政府组织业主或
原管理单位将二次供水设施移交供水企业运
行维护管理；不符合现行行业和我市地方标准
的，由所在区人民政府组织进行改造，验收合
格后，由区人民政府组织业主或原管理单位将
二次供水设施移交供水企业运行维护管理。
其中也提及了移交需要提供给供水企业的资
料，但没有更细化的规定。韩先生说，希望东
丽区人民政府可以切实承担起组织职能，也急
盼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移交细则，督促建设单位
及时全面做好二次供水管道的移交工作。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日前，家住和平区的市民王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
映，自己的手机不断被各种培训机构的电话骚扰，问自己有
没有学美术、学音乐以及上辅导班补习班的诉求。
“暑假期间，我给闺女报了一家名叫九色的美术辅导班，

开学前把班停了。但是，该辅导班工作人员一直给我打电
话，劝说别终止学习美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没光顾过的
辅导班也不断打电话，邀请王女士周末带孩子去听课。王女
士说，自己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时业务电话较多，因为总有厂
家来电询问，又不能调成静音模式，辅导班的推广电话源源
不断，让自己不胜其烦。无独有偶，家住西青区的市民吴先
生也遇到同样的烦恼，暑期带孩子在中北镇参加了一个叫
“酷酷”的散打俱乐部，开学后不再去学了，俱乐部的教练员
总是电话邀约，没完没了地讲解各种优惠活动。

记者随后与美术辅导班和散打俱乐部相关负责人取得
了联系，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电话并不是他们拨打的，而是
与其合作的推广公司拨打的，“我们已经和这些公司取消合
作，并告知不要给会员拨打电话了。”

虽然辅导班已经告诫推广公司不要骚扰会员，但是家长
们仍会接到类似推广电话，那么怎样规避推广电话的骚扰
呢？一些法律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家长在填写调
查问卷或向培训机构提供个人信息时，要仔细阅读隐私政
策，选择不将个人信息分享给第三方；多次接到骚扰电话，可
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投诉，属地消费者协会可以直接联系教
育机构，并要求其停止电话推广；也可以申请“来电免打扰”
服务、自主设置拒接电话类别等；还可以通过拨打010-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投诉。

■ 本报记者 黄萱

市民刘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称，小区没有门
禁，外来人员可以随意进出，居民感觉不安全，希望相关部门
能帮他们解决这件事。

刘先生家住北辰区天和雅园小区，入住已经5年。这5年
时间里，小区的秩序一直不尽如人意。“本来是个封闭小区，
却几乎成了全开放式，常有不明身份的外来人员进出。小区
时常发生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被盗事件，而且居民家防盗门
上还常被贴上小广告。我们居民的安全都没办法保障。”刘
先生说，小区的楼栋门曾经是有门禁的，但门禁总是串线。
“比如我按的是10楼的号码，但是11楼接听了。”居民也向物
业反映过，但一直没有维修，慢慢地，门禁就彻底失效了。

日前，记者来到天和雅园小区，大部分的楼栋门都是敞
开的，记者也在楼道里发现了很多小广告。居民告诉记者，
门禁坏了有一阵子了，大家提心吊胆的，感觉不安全。“要是
有门禁，外来人员就不能轻易进入小区或是楼栋，这会大大
改善小区的秩序，居民们住着也安心。”

记者随后联系天穆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针对
此情况与该小区物业公司沟通了，目前正在进行电梯梯控使
用意愿走访，并逐步开展门禁相关工作，社区居委会也将持
续跟进。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李先生反映，海河东路沿线出现不少坑，其中
还有一些在“海河蓝丝带”上，有安全隐患，希望尽快维修。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坑有的在井盖四周，有的在道路
中央。沿着海河东路富民路附近走了一圈，发现类似的坑
有十余处，甚至有些坑就在“海河蓝丝带”骑行步道上。李
先生说，之前海河东路路面状况比较好，几次大雨过后，路
面就出现了坑。

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么
多坑出现在海河东路，的确是大雨惹的祸。我市近期降雨频
繁且雨量较大，雨后道路被浸泡，加上车辆碾轧，对道路设施
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其中尤其以坑槽及剥落等病害较为集
中。他们对海河东路、海河西路两侧进行排查统计，共维修点
位27处，面积50余平方米。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文/摄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位于和平区哈尔
滨道的两处交通提示牌，出现漆皮脱落情况，影响市容环境。

记者现场看到，在哈尔滨道与大沽北路交口益友坊胡同
口，一个写有“慢行街区减速慢行”的交通提示牌漆皮脱落。
在哈尔滨道与吉林路交口处，写有同样内容的交通提示牌也
出现破损情况，裸露底板。附近居民告诉记者，此情况存在月
余，一直无人问津。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交管部门。近日，据
市公安交管局科技和设施保障支队反馈，已将两处破损交通
指示牌进行了拆除。

门禁损坏 小区存安全隐患

维修27处 海河东路坑太多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邓先生反映，武清区龙凤
公园缺乏维护，公园环境比较差。

邓先生介绍，公园之前绿化好，风景
宜人。可现在路面长满了杂草，树木也长
时间未修剪，疯狂生长。园内本有喷泉，
已经不喷水；水池里有些水，又脏又臭；假
山之前本是流水环绕，现在也没有水了。
另外，公园周边喜欢体育运动尤其是踢足
球的人多，公园没有相应的体育设施，希
望管理方在加强公园维护之外，建设一个
小型足球场，让大家有个活动的地方。

泗村店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会加强龙凤公园的管理，定期组织绿
化管护人员拔除园内杂草，及时对树枝进
行修剪。至于小型足球场，公园所在的龙
凤新城内暂无新建足球场的规划。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李女士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称，小区附近的街边花园杂
草丛生，环境整体也十分杂乱，希望相关
部门能尽快治理。

李女士家住南开区美坪园小区，小区
正对着天拖中央公园。“公园里有步道、有
健身器材、还有儿童游乐设施，我们都很
喜欢到这里玩。”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李
女士发现公园似乎处于“失管”状态，树
木、绿地无人打理，垃圾遍地，小朋友玩的
沙池里也净是小石子和垃圾。“挺好的公
园，为什么就没人管了呢？”

记者联系南开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雨水较大，杂草多且生长速度
过快。“我们已经安排工作人员进行除草
工作，另外在绿化带边上的那些狼尾草，
是为了整体造型新种的，并非杂草。”

南开区:公园杂草丛生

270平方千米水域 两名渔政执法人员 怎么管！

新闻延伸

追问：为何民警也叫不来渔政执法人员
答复：执法人员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