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点题
“春节马上到了，近来我在江边公园散步时，发现往江里放生的人越来越多，这样擅自放生的行为允许吗？”近日，有市民

向赣南日报民生热线8333666和问政赣州平台反映有人擅自往江里投放鱼、龟等水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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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王忠国（360725＊＊＊＊＊＊＊＊3019）于2025年1月23日在

江西赣州火车站遗失身份证壹张，声明作废。
▲ 江 西 工 匠 建 设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61000343343080E）星洲九樾项目园林景观及配套工程项目部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章遗失，声明作废。

●热 线：19196788723、8121299
●地 址：章贡区八一四大道60号赣州市融媒体中心（东区）5楼

综合信息 ●本栏目信息不是发生经济关系之法律依据，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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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擅自往江里放生

家住赣州中心城区京九路恒大名都

小区的罗先生告诉记者，平时他有到江

边公园散步健身的习惯。春节临近，他

发现有不少市民提着水桶或拎着蛇皮

袋，往章江放生鲫鱼、鲇鱼、小龙虾、泥

鳅、龟等水生生物。罗先生说，1月19日
早上，他散步路过章江大桥下游的木栈

道时，看到一名老人提着一个塑料桶，旁

边还围着几个人。近前一看，桶里装着

十几只小龙虾，还有几条鲫鱼和罗非

鱼。老人双手合十，一番念念有词后，随

即将桶里的鱼、虾全部倒入章江。1月
20日早上，他散步途经武龙大桥底下，

又发现有两个人正在放生。

罗先生认为，这样不一定科学的随

意放生，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希望相关

部门加强引导和监督。

“前不久，我和朋友前往建春门浮

桥游玩，在东河大桥附近，看到几名大

爷大妈在江边放生，他们从桶里抓起

鲤鱼、鲫鱼、草鱼抛入贡江，最后将一

小桶泥鳅全部倒进江中。”赣州市民廖

女士说，平时偶尔看到有市民在江边

放生，而春节临近，好像到江边放生的

市民越来越多。

1月 23日晚 7时许，记者在全球通

大桥下游约200米处发现一名老人在放

生。24日早上6时许，记者又在武龙大桥

上游约300米处的木栈道上，发现有3名
中年女士在放生。记者看到一人桶里有

两只巴西龟，便上前告知对方这是外来

物种不得随意放生，结果对方埋怨记者

“多管闲事”。

放生水生生物有讲究

针对有人擅自往章江、贡江放生水

生生物的行为，1月24日上午，记者将此

情况反馈给了赣州市农业农村局渔业

科。该科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擅自放生

水生生物的行为是不允许的，因为缺乏

科学依据的放生，不仅可能导致动物死

亡，污染环境，还可能造成外来物种入

侵，危害生态环境。

这名工作人员说，群众生态保护意

识的增强是好事，但开展水生生物增殖

放流（放生）需要具备很高的科学性和专

业性。市民若要自行放生水生生物，就

需掌握“怎么放，放什么，在哪放”这三个

关键点。

首先是怎么放？开展放流活动前，

应主动向当地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

（目前我市为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管理）报

备，报告准备放流的物种和放流数量、放

流地点等信息。经主管部门报备同意后

方可开展放流。

其次是放什么？一是不能放外来

物种，特别是外来入侵物种，目前我市

主要的外来水生生物有巴西龟、鳄龟、

小龙虾、牛蛙、罗非鱼、豹纹翼甲鲶（清

道夫）等；二是人工选育物种、非本地物

种或其他不符合生态安全要求的物种

也不能放生；三是放生苗种应来源于正

规渠道。尤其是规模性放生苗种应来

源于农业农村部已公布的增殖放流苗

种供应基地。目前，我市水生生物增殖

放流苗种供应基地有兴国红鲤良种场、

江西省章江水产有限公司、宁都县鑫鸿

水产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广泰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我市水域内适宜放流的物

种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光倒刺鲃、

黄颡鱼、鳜鱼、大鲵（山涧溪流）、棘胸蛙

（山涧溪流）。

最后是在哪放？为规范社会放流

活动，引导社会公众定点放流水生生

物，农业农村部组织设立了一批水生生

物定点放流平台，每个定点放流平台均

公布了适宜放流物种名称、适宜放流时

间、适宜放流规格、适宜放流数量、适宜

放流方式、执法监管和技术指导电话等

详细信息，建议公众尽量选择附近的定

点放流平台开展放流（放生）活动。但

目前我市还未设立增殖放流平台，公众

可在受污染小、水流平缓的大江大河内

放流。

随意放生可能触犯法律

这名工作人员说，近年来，放生似乎

成了一种流行的“善举”，不少人认为将

动物放归自然就是在积德行善、传递正

能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意放生不

仅不是正能量的体现，反而会带来诸多

严重的问题，严重干扰了当地原本稳定

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与保护生态的

正能量背道而驰。

对此，该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

随意放生还可能涉及违反法律法规的

问题。因为我国对于野生动物的保

护、放生有着严格的规定，某些野生动

物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需要特定的放

生条件和程序。如果随意放生受保护

的野生动物，可能会触犯相关法律。所

以，大家更应该倡导从源头上保护动

物的栖息地，减少对野生动物的非法

猎捕和交易，这才是对动物和生态环

境负责任的态度，才是真正充满正能

量的行为。

随意放生非善举
□记者余书福 通讯员胡柏森 蔡志欢

本报讯（记者曾艳 通讯员谢团
华 杨赖华）“我家的洗衣机用了很多

年了，最近想买台新的，正好家电品

牌商来社区了，与他们面对面了解了

以旧换新的优惠政策，我觉得挺划算

的，打算明天就去门店换购一台新洗

衣机。”近日，赣县区城市社区一位居

民在社区开展的政策宣传活动中了解

以旧换新政策后，表示要更换新机。

活动现场，社区宣传员、志愿者详

细阐释以旧换新政策的具体内容和

优惠措施，耐心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种

问题，确保居民全面了解政策内容与

操作流程。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便利。

“为方便全家出行，我们准备换个

空间大一些的车。”近日，记者走进赣州

敏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新款车型令人

眼前一亮。从车型特点到品牌定位，从

试驾体验到相关购车优惠政策解读，店

员为消费者细心讲解。

“目前各级补贴力度空前，正是购置新车的好机会。”赣

县区一居民在详细了解补贴申领的形式后，果断选择采取

置换更新的方式，购入心仪已久的车辆。

据该门店负责人介绍，叠加优惠不仅让不少消费者切

身体会到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红利，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消

费者接触绿色智能创新产品的周期。

“政策+活动”“节日+促销”，百姓得实惠，商家增信

心。此次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是赣县区委、区政府贯彻落实

党中央和省市关于促消费决策部署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助

企惠民的民生之举，更是激发市场活力、挖掘消费潜力、刺

激消费增长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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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明
河 通讯员张飞燕）为加强

节前市场监管，营造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近日，章

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水东

分局聚焦重点领域，扎实

开展市场监管领域节前专

项检查，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安全过节。目前，该分

局共检查各类市场主体59
家次。

监管人员以商超、农

贸市场、餐饮单位、零售药

店，特别是集中用餐单位、

年夜饭供餐单位、肉类经

营单位及个体诊所为重点检查对象，聚焦

节日需求量大的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热销

食品，重点对进货渠道是否正规、索证索票

是否齐全、是否存在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以

及餐饮单位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

加工操作规范、餐具清洗消毒等内容进行

了检查，督促经营者要严格落实食品药品

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依法经营、诚信经营。

执法人员对七鲤古镇景区、老浮桥欢乐

世界、桃源溪小区和虎岗家园等人员密集场

所的观光车、大型游乐设施和电梯等特种设

备进行重点检查，查看对特种设备的定期检

验情况、维护保养记录、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情况以及应急救援预案制定和演练情况，要

求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切实履行安全主体

责任，加强设备日常巡查和维护保养，确保

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执法人员对香烛、燃气灶具、电动自行

车等工业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经营

主体是否证照齐全，是否履行进货查验以及

合格证、标识标签、3C认证等情况，督促销售

单位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落实好产品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把好产品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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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林端福 衷相玉）近日，赣县

区梅林新区社区开设“暖冬相伴 趣享寒

假”公益课堂，为社区的孩子们搭建起知识

与欢乐的殿堂，助力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为解决辖区居民寒假“看护难”问题，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快乐、求知、交

友”的假期，赣县区梅林新区社区整合资

源，精心组织，在家门口开设了“暖冬相伴，

趣享寒假”公益课堂。社区寒假班一推出，

就成为了家长和孩子们关注的焦点。“孩子

寒假就近在这里上课，让我们省心放心。”

居民李女士开心地说。“一想到寒假也能和

小伙伴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我每天都会

很开心。”儿童友好观察团团员赖子睿小朋

友激动地对社区工作者说。

据介绍，寒假公益课堂的开设，不仅

有效缓解了青少年儿童寒假“看护难”问

题，也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了展露才艺、奉

献爱心的社会实践平台，吸引了不少大学

生志愿者纷纷参与其中。梅林新区社区

将持续聚焦“一老一小”所需所盼，丰富孩

子们的寒假生活，营造儿童友好良好氛

围，提升居民幸福感。

来赣州崇义也能赴一场“冰雪之约”。近日，崇义上堡万长山滑雪场“开板”迎客。该雪场设有大众和专业滑雪体验项目，吸

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纷至沓来，感受冬日冰雪运动的快乐。 记者张磊 通讯员黎明 摄

社区公益课堂
让孩子趣享寒假

本报讯（记者曾艳 通讯员章宇梦 魏有连）“长时间

伏案工作，容易导致颈椎病变，尝试一下中医推拿按摩，

能很好地缓解疼痛。”在中医义诊咨询区，市民们排起了

长队，中医师们为群众提供“一对一”把脉问诊、答疑解

惑，并给予个性化的养生建议。近日，“弘扬国医精粹，共

享健康石城”中医药文化集市在石城县客家风情商业街

热闹开市。

此次集市由石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县中医药学会

主办，县卫生健康总院中医院分院承办。活动现场，人头

攒动、氛围浓厚，市民朋友边走边游、边逛边喝，大家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里增进了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与认同，感

受了中医药文化的神奇魅力。“中药茶饮味道非常好，还

能养生，真是太好了！”中药养生茶饮区，特色饮品香气四

溢，不仅满足了味蕾的享受，还传递了中医药食同源的养

生理念。在中医药特色产品展示区，医护人员化身“集市

摊主”，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探店”，通过参与活动，居民

们领取到了艾草锤等精美礼品。期间，医护人员还带来

了经络拍打操表演，居民在边看边学，增长了健康知识，

提升了健康素养。

近年来，石城县持续举办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活

动，让中医药以亲民众、接地气的方式走进百姓日常生活，

让群众零距离接触中医、感受中医，激发大家对健康养生

的关注和热情，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医集市“出摊”
健康生活“出圈”

本报讯（记者吴明河 通讯员彭
青芸）近日，记者走进大余县池江镇池

江村传统美食加工厂，浓郁的油炸香气

扑鼻而来，洗米、打浆、加料、煎炸、滤油、

包装……赶制年货的工人手法娴熟、有

条不紊，在各个工序上紧张忙碌着。

“这是‘花生巴’，纯手工制作，用料

扎实，吃起来酥、松、脆。”工厂负责人卢

春一边封装打包，一边介绍道。花生巴

因色泽金黄、形状似满月，又叫月亮巴，

是客家人过年必备的一道小吃，寓意着

“团团圆圆、好事‘花’生”。

“除了花生巴，还有腌菜巴、韭菜巴、

虾巴、豆巴……这些客家传统小吃很受

欢迎，我们现在每天从早忙到晚。”卢春

说，现在正是年货销售的旺季，状元红、

龙片酥、烤烫皮等20余种客家传统小吃

受到热捧，传递着浓浓的客家年味。

“逢年过节我就会来这里买，不仅

种类多，口味也很正宗，有儿时的味

道。”池江村村民夏榕玲驾车驶过，被香

味留住了脚步，买下10公斤年货。

“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日均

可打包发出各类食品1万余包，去年销

售额达 400万元。”卢春告诉记者，如

今，这些客家小吃已成为赣南地区独具

特色的年味，不仅走进了平常百姓家、

农贸市场和商超，还受到外地人追捧，

畅销广东、深圳、湖南、贵州等地。

“明年我们准备扩大规模，开设分

厂，带领我们的美食、小吃走向更大的

市场。”展望新的一年，卢春信心满满。

他准备发挥线上电商营销优势，通过直

播带货，营造线上美食产业生态，让更

多赣南客家特色美食借助互联网翅膀

走出深闺，飞出大山，香飘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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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缘缘 通讯员李健超）近日，信丰县小

河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中。该镇组织编制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导手册》，立足当地实际，突出“两除

三护四清理”重点整治领域，全面提升乡村环境面貌，让镇

村全域“靓”起来，农家小院美起来。

在小河镇，房屋、河流、树木、公路相互映衬，干净整洁

的道路，整齐摆放的垃圾桶，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映入眼

帘。小河将全镇划分为 289个网格，1039名网格员通过网

格群、入户宣传、召开户主会等多种形式，宣传引导带动村

民开展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整治，营造以点带面、人人参与的

浓厚氛围。落实乡风文明积分制，村民凭积分可以到村级

爱心超市兑换日常生活用品，以小积分撬动大治理，充分激

发了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主动性。

农村环境整治需要群众长期的参与，垃圾的日常处理

和乡村环境保护更需要靠村民群众的自觉行为。为此，小

河镇建立每月一次集中环境整治机制，将年度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任务分解到每月，对公共场所、公共设施进行常态

长效管护。以不增加基层负担为原则，该镇充分发挥村民

小组长、妇女小组长、文明实践员等 300余名公益性岗位

人员的积极作用，实现每季度公益性岗位人员参与集中环

境整治活动全覆盖，每年度全村所有村小组和公共场所常

态管护全覆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导手册》的深入实施，助推小河

镇人居环境不断美化。如今，小河镇村民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已内化为一种自觉的生活习惯，环境整治人人有责、和美

乡村人人共建的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

整治人居小环境
刷新乡村高颜值

客家美食传递浓浓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