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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3日讯(记者 潘旭业)

二月二后，随着天气转暖，大批
渔船准备出海。目前沙子口中心渔
港内的大部分渔船，已经将船员所
需的生活必需品准备到位。“憋”了
一个冬天的渔船，开始整装待发！

23日，在沙子口中心渔港记者
看到，近百条收购渔船整齐地停在
码头上，大多数渔船上都有船员走
动。有的渔船上已经整齐地摆放好
船员出海时所需的蔬菜、淡水；有

些面粉、啤酒等生活必需品还摆放
在渔船旁的码头上，等着往船上
搬。二月二后，这些渔船整装待发，
准备出海了。而在3天前，记者来此
处采访时，当时停在渔港内的很多
船上都还没有船员，整个渔港显得
非常冷清。

来自即墨的船员宋师傅介绍，
他所在的渔船上共有6个人，目前
已经将出海所需要的淡水、蔬菜、
面粉等都搬到船上去了，如果没有
风24日就出海。这次出海，估计最
少也得3天才能回来，也可能在海
上呆六七天。据宋师傅介绍，正常
年份每年正月初十前后他们就出
海了，但是今年时间晚，船主让过
了二月二之后再出海。

据了解，今年因受天气寒冷、招
工不足等因素影响，到目前为止沙
子口中心渔港只有零星渔船出海，

大部分渔船仍停在港内。渔船整体
出海时间比往年晚了近一个月。

曲先生是两艘收购船的船主，
他告诉记者，由于前一段时间天气
较冷，出海的捕捞船也很少，那时
即使出去也很难收满船。而且现在
一吨柴油就要9000多元钱，出去一
趟成本太大，所以这里的收购船大
多都停在港内。“二月二之后，天气
已经转暖，大量的捕鱼船开始出
海。捕鱼船数量多了，我们这些收
购渔船就会紧跟着大量出海。如果
天气好，我的两艘船明天就出海。”
曲先生说。

据沙子口中心渔港的工作人
员介绍，整个正月期间，中心渔港
出海的渔船不到三成。随着天气转
暖,渔船的出海率将逐步上升，近期
将达到五成以上，预计到3月底 ,大
渔船将会全部出海。

本报2月23日讯(通讯员 孙景军 记者 陈之
焕) 23日，记者从崂山区海洋与渔业局获悉，崂山区
2011年从福建宁德引进的抗风浪鱼排式网箱养鲍技
术，目前已经实验成功，并开始逐步推广。

崂山区鲍鱼养殖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09年崂山
区进行了崂山“十大特色水产品”的评选，其中“崂山
鲍鱼”被评为崂山“十大特色水产品”之首。鲍鱼养殖
多年以来已成为沿海养殖渔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主要养殖方式为潮间带筑池养殖，近几年来，这种养
殖方式发展迅速，遍布沿岸。然而，随着城市总体规划
的推进，这种养殖模式已影响到了沿海景观，难以适
应城市发展的需要，虽屡被禁止，但仍有部分养殖户
私自开建。此外，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鲍鱼养殖发展空
间逐步减少，产量难以保证。

去年，崂山区引进了170口鱼排式网箱，即用橡胶
鱼排，做成方格状，在方格里系网进行鲍鱼养殖。由于
橡胶鱼排面积大，柔软性好，不仅抗风浪，操作方便，
使用年限长，养殖成活率高，成本低，而且环保、不污
染环境。经过不断的实验、观察，鲍鱼长势良好。

崂山区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使用抗风
浪鱼排网箱养鲍新技术，不但可增加渔民致富门路，
还可以替代潮间带筑池养殖，保护海岸环境。未来，崂
山区将大面积推广抗风浪鱼排网箱养鲍新技术。

本报2月23日讯(通讯员 孙景军 记者 陈之
焕) 22日，崂山区海洋与渔业局同中韩街道办事处、
区公安分局等多个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极地海
洋世界以西至小麦岛海域的违章鲍鱼养殖池依法实
施了强制拆除，总共拆除200亩违章鲍鱼池。

近期，在崂山小麦岛海域，海岸上建起一个个长
方形的鲍鱼池。22日，崂山区执法人员组织十几台挖
掘机对违章鲍鱼池进行拆除，现场轰鸣声一片。

据了解，从2004年开始，崂山区拿出近1亿元资
金对极地海洋世界以西至小麦岛海域原有的筑池
养鲍户实施补偿，收回了海域使用权，并将这些鲍
鱼池全部拆除，恢复前海一线的自然景观。但近一
段时间，一些养殖户为谋私利，又开始私自新建鲍
鱼养殖池。崂山区海洋与渔业局同中韩街道办事
处、区公安分局等多个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
这些私人偷建违章建筑、违法使用海域的行为，依
法进行严厉处罚。当日，共清理了小麦岛海域200亩
违章鲍鱼池。

据了解，下一步，崂山区将进一步加大对前海
一线海域的巡查检查力度，严厉查处非法占用海域
行为。

过了二月二，渔船整装待发

酒菜搬上船，
准备出海喽！

23日，在沙子口中心渔港，渔船整装待发，准备出海。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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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200亩违章鲍鱼池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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