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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过5000元还是难招到船员
贴出广告，连打电话咨询的都很少，部分渔船只能停港

本报威海3月13日讯 (记
者 林丹丹 ) 天气逐渐转
暖，部分渔船开始出海打渔。
可是仍有部分渔船滞留港
内，一问原因，不少船主苦笑
称，除了近期持续低温暂时
不能出海外，如今，月薪过
5000元仍然难招船员也是无
法出海的原因。因为招不到
船员，不少渔船只能停港。

13日，记者在远遥中心

渔港、光明路上的一排宣传
栏等多处地方，招聘船员的
信息随处可见。光明路宣传
栏前聚集了不少求职者驻
足，也有不少人按广告上提
供的电话当场打电话询问细
则。宣传栏内也贴了不少招
船员的信息，工资价格都不
低，大多在5000元左右。

记者驻足观察发现，现
场虽然有人不断打电话咨

询，但却没有一个是咨询船
员招工情况的。尽管价格诱
人，船员招聘却遇了冷。

远遥中心渔港内，商店
外墙上张贴着几张崭新的招
工信息。商店店主张女士告
诉记者，前两天，几个船主跑
来说，想在商店外墙贴点信
息招工。现在招船员难，没有
办法，只能用些笨办法张贴
信息，他们也是想碰碰运气。

“现在老板不好招工，高薪
聘用也不一定能找着。”正在收
拾渔网的湖北人王先生说，他
只是个临时短工，工资也只不
过比陆上工资高点，但是吃的
苦却比陆上的多。“还没有更好
的工作，先暂时干着。”

随后，记者采访了其他
几位在港口工作的工人，其
中大多是短工，大家反映的
情况也大都如此。船员孙先

生说，“船员招不着，有的渔
船只能靠岸边，没法出海。”

“不好找，加薪都招不到
人，愁死了。”船主夏先生告
诉记者，以前招船员、船上搬
运鱼箱子的小工，一天的工
资一百多就可以。现在马上
就要开海了，招船员一天少
于二百元没人干。“我最近托
朋友帮忙找船员，现在一个
回信儿的都没有，估计是招

不上了。”他说，“工资涨到
5000元想招个船技工或者招
个大副，结果连打电话咨询
的都很少。”

采访中，不少船主告诉记
者，船员基本都是固定的，很少
会出现变化。“招个普通船员或
者船技工，开到5000元工资已
经算是高的了。”船主宋先生无
奈地摇了摇头，“就算是这样，
还是很难招到船员。”

坐船送米菜和柴火到一个小岛———

边防民警照顾两位老人15年
文/本报记者 陶相银 片/本报记者 王震

生活物品坐船捎

他们坚持了15年

这是一个经济落后的
海岛渔村，码头两边停靠
着舢板船，村口堆积这大
量的渔网、养殖笼箱，几根
电线杆将电通进整个村落
内。村里的干部说，小青岛
面积是0 . 54平方公里，岛上
只有125户人家，青壮年大
多外出打工，仅剩下一些
中老年人。村里人都是靠
养殖或给养殖场打工为
生，村里自2010年2月起，才
通上了电和自来水。

老人院内厕所的顶上
堆着一堆树枝，这是春节
前付玉才搬来的，“老人烧
炕、做饭没柴火，岛上的树
又不能砍，我们只能隔三
差五地从陆地往这运。”

照顾隋竹芹不是政治
任务，而是自发的。第一任
照顾隋竹芹的边防民警是
今年1月份刚刚转业的冯
随新。据冯随新回忆说，
1998年春天，他因为一件案
件到小青岛去排查，“去过
老人的院子，看到这情况
很心酸，就帮她干了点家
务活。”回到家后，他向妻
子马杰提起这件事，马杰
当即建议，“咱去看看老太
太去。”

不久后的一天，冯随
新夫妇提着礼品去
看望了隋竹芹，一份
没有血缘关系的祖
孙 情 谊 就 此 结 下 ，

“去了几次之后，就
慢慢地变成一个月
至少去一次。”直到
1999年春天，冯随新
调离乳山口边防派
出所，他把照顾隋竹
芹的担子转交给了
同事田忠存，“我跟
老田之间也不算是

任务交接，他原本就经常
跟我去。”

“那时候小青岛还没
有通水通电，老人的女婿
还活着，但老汉患有类风
湿，生活也难自理，仨老人
里还就奶奶最健康。”赵栋
每天去干的活就是去村里
的井挑水、一捆一捆地给
他们捎柴火，“岛上最缺的
是菜和水果，每次去都要
在岸边买点东西带过去。”

进海岛，看“奶奶”去

13日，是乳山市边防大
队民警付玉才的轮休日。当
天，他又要带着妻子张雪玲
去小青岛“看奶奶去”了。张
雪玲是乳山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大队的一名民警。这对
夫妇从2010年3月起，每个月
至少要去一趟小青岛。付玉
才夫妇上次进岛是3月1日，
张雪玲说：“老人岁数大了，
我们老是担心她，一段时间
不去就惦记得心里发慌。”付
玉才夫妇买了些菜、一箱鸡
蛋、一桶花生油，“岛上啥都
没有，都是从陆地上带。”

每次进岛，付玉才夫妇
要6点多去搭车，或乘坐2路

公交车，到乳山口码头乘坐
7点半的轮渡，或到后山码
头搭乘进岛的渔船。“轮渡
一天就两班，岛内人坐4块
钱，游客要30块钱，我们去
的次数多了，就收我们一人
8块钱。”

坐在轮渡的船舱里，风
浪的颠簸加上汽油味，不一
会儿就让人感觉胸闷头晕。
经常乘船的付玉才没有反
应，但张雪玲的脸色已经很
难看，“我晕船，来之前早上
不能吃饭，只吃块姜防止晕
船。上岛后，得先到炕头上
躺一会儿。”尽管每次都要
遭一回罪，张雪玲却坚持陪

付玉才一同上岛，因为细心
的她认为，“他一个老爷们
照顾俩老太太不方便。”

付玉才印象最深的是
2010年的1月25日的那次进
岛，“赶上风浪大，又退潮，
都快到岛了，渔船又搁浅
了。在海里晃荡了一个多小
时，我吐得要死要活的。”最
后，是岛上渔民冒险开着小
挂机船把他们接上了岛。

约40分钟的颠簸后，轮
渡靠泊在小青岛的码头上。
村里都是石屋、石墙、石板
路。穿过几条狭窄坑洼的胡
同，付玉才夫妇终于到了

“奶奶”的家。

奶奶只记得这身绿军装

刨除厢房，隋竹芹的院
子只有十几平方米，屋内更
是狭窄，炕头也只有一米多
宽。屋内的柜子、水瓮以及
墙上张贴的泛黄报纸，显示
着这个家庭的贫寒，但炊具
是新的，墙角伸出一个自来
水龙头。隋竹芹见到付玉才
夫妇提来的菜和鸡蛋很是
心疼，“又花这么多钱。”

一进门，付玉才打了个
招呼就开始忙活，看看水缸
里的水满不满，摸摸炕头热
不热，找斧头劈柴火。张雪
玲掰开一个桔子塞给老人，
拉着老人的手聊起了家常，

“别看老太太95岁了，身体
很硬实，前几天还给她量了
血压，都正常。”于秀奎坐在
炕的一角，裹着被子昏睡。
隋竹芹说，女儿已经双目失

明很多年，耳朵也聋，女婿
去年也病故了。

隋竹芹的精神状态还
好，但她说不上“孙子”和

“孙媳妇”的姓名。她拉着记
者来到西屋，在柜顶上拿出
一个镜框，这是记者在她家
中看到的唯一一张照片，照
片是一名边防民警和隋竹
芹的合影，“我不记得他们
叫啥，反正都穿这种衣裳。”
付玉才说，照片上的民警是
他的前任——— 乳山口边防
派出所的民警赵栋。

临走前，张雪玲为老人
做好了午饭。付玉才给老人
留下了500元钱，“别不舍得
花，该吃药还得吃药。”付玉
才说，老人每年有3000多元
钱的政府救济，但两个老人
都有病根本不够花。

15年7任边警的孝心接力

付玉才是在乳山口边
防派出所工作时接手照顾
隋竹芹的，他是第7任。他的
上一任——— 赵栋，还在乳山
口边防派出所。“2010年，小
青岛划归海阳所镇，不属于
我们辖区了。现在只能偶尔
去看看‘奶奶’了。”赵栋说，
他在把向付玉才交付时没
跟老人说，“照顾了老人两

年，很舍不得，说出来也怕
她难过。”

赵栋是2008年春天开
始照顾隋竹芹的，他的上一
任是同事王敬文，王敬文因
为调到了东北工作，才转交
给了他。“我当时还是小青
岛的挂职村官，天天都得上
岛，也就有时间天天去照看

‘奶奶’。”

此后的日子里，一位又
一位的边防民警接过了孝
心接力棒，他们带着自己的
妻子，担当起隋竹芹老人的

“孙子”和“孙媳妇”的角色。
付玉才说，虽然是铁打

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孝心接
力棒会一直传下去，边防民
警会为隋竹芹和于秀奎养
老送终。

生生活活所所需需的的米米和和菜菜都都要要坐坐船船捎捎过过去去。。

▲付玉才的妻子张雪玲开
始生火给老人做饭吃。

付玉才每次看望隋竹芹
老人都会给老人留下一点零花
钱。

临临走走时时，，隋隋竹竹芹芹老老人人拄拄着着拐拐棍棍也也要要亲亲自自送送送送付付
玉玉才才夫夫妻妻。。

乳山市海阳所镇的小青岛是座距离岸边7海里的海岛，岛上仅有366名居民。95岁的隋竹芹一辈子就生活在这座岛上，唯一的亲人
是失明失聪的女儿——— 73岁的于秀奎。自1998年春天起，隋竹芹家就经常有“孙子”和“孙媳妇”来看望她，“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只记
得这身军装。”老人说，她的“孙子”是乳山边防大队的民警们，到现在的15年里，她的“孙子”们或转业、或调离乳山，但总会有新的“孙
子”登门。从2010年起，今年33岁的边防民警付玉才成了隋竹芹老人的第七任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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