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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渝农规〔2022〕4 号

各区县（自治县）农业农村委，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西部科学

城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万盛经开区农林局：

《重庆市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农业

农村委 2022 年第 11 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

遵照实施。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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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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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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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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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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长江流域新建立的水生生物保护区或新公布的水生生

物重要栖息地，自发布之日起纳入禁钓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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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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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有明显外伤的，应及时报告属地渔业主管

部门，开展收容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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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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中国外来入侵物

种名单》物种、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不纳入钓获物管理。

常见不纳入钓获物管理的物种有：罗非鱼（俗称罗非）、斑点叉

尾鮰（俗称钳鱼）、大口黑鲈（俗称加州鲈）、克氏原鳌虾（俗

称小龙虾）、大鳞鲃（俗称淡水鳕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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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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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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办法基础上，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具体的休闲垂钓管理制度，推进垂钓人员实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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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运用“渝钓通”等信息化服务平台协助渔业主

管部门加强垂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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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钓人员应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履行保护

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义务，配合监督检查，做到安全垂钓、

生态垂钓、文明垂钓。

垂钓人员应具有安全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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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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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乱扔垃圾，垂钓结束时应收集带走全部废弃物。

第十六条 在禁捕区域内非法垂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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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一）3 个月内有两次及以上非法垂钓行为的；

（二）在禁钓区或禁钓期进行垂钓的；

（三）使用两根鱼竿（鱼线）进行垂钓且留取的钓获物重量

或规格不符合规定的；

（四）使用三根及以上鱼竿（鱼线），或者使用我市公布的

禁用钓具进行垂钓的；

（五）使用探鱼设备、视频辅助装置等工具进行垂钓的；

（六）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饵料、窝料进行垂钓的；

（七）使用以泥鳅、虾类等水生生物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

（八）使用利用船艇、排筏、其它水上漂浮物等工具进行垂

钓的；

（九）留取钓获物总重量超过 2.5 千克（留取钓获物数量仅

1 尾的除外），且拒不放回水体的；

（十）丢弃、分散、隐藏应当立即放回原水体的钓获物的。

第十七条 使用国家公布的禁用钓具，或者使用泥鳅、虾类

等水生生物作为窝料等以垂钓方式进行非法捕捞的，按《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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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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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7 月 20 日起实施，原《重庆市

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试行）》（渝农规〔2021〕9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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