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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不要吓着海豹”
记者跟随当地边防海上巡视海豹，渔民反映，海豹数量正在减少

编者按

今日烟台

随着争创“爱民固边模
范县”的契机，本报联合烟
台市边防支队推出系列报
道“走读长岛”，带您了解长
山列岛戍边人、海岛生态环
境守护、特色经济发展、海
岛民生，以及边防官兵的苦
乐生活。今天推出第二篇，
带您走进长岛野生斑海豹，
还有那些可敬可爱的守候
者们。

隔通讯员 方毅 韩磊
隔记者 秦雪丽 报道

本报4月22日讯 17日天气
晴朗，记者跟随当地渔民林克武
及长岛边防大队官兵乘坐一渔
船，驶向了长岛县钓鱼岛景区附
近海域，这个季节这个地方是野
生斑海豹经常出没“晒暖”的场
所。据当地渔民介绍，数十年间，
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减少和大量
人为捕杀，现在洄游斑海豹的数
量大大减少。

谈起斑海豹，已经 6 6岁的
当地渔民林克武脸上流露出一
种复杂的表情。林克武是土生
土长的长岛人，小的时候经常
跟着大人们去海中打渔，每年
的 3 - 5 月份，总会在钓鱼岛景
区附近的礁石上看到成片的斑
海豹。

“当时海豹数量特别多，一次
就能看到两三千头，场面非常热
闹。”林克武笑着说，他曾见过最
大的一只斑海豹，大约有两米多
长，一吨多重。海豹也是饭量非常
大的动物，一般大小的海豹，一天
大概需要五六十斤鱼。

“现在不行了，少了。”林克

武扶了扶头上的帽子，无奈地
说，目前，一次能见到的斑海豹
也就二三十只，甚至更少。经过
30多年对岛上斑海豹的拍摄和
观察，林克武总结，前来洄游的
斑海豹数量减少，一方面是因
为海洋内渔业资源减少，海豹
没有了足够的食物，另一方面，
就是令人气愤的人为捕杀。

随着船只靠近目的地，远
远的，记者看到几块礁石上趴

着几只斑海豹，在礁石上晒太
阳。“嘘，船的声音小点，别离太
近，不要吓着海豹。”据林克武
介绍，无论观赏还是拍摄海豹，
最忌讳的就是开大船、开快船，
因为轰鸣的船声，会吓到这些
海豹，它们只顾着往海里跳，不
会顺着光滑轨道，礁石上锋利
的海蛎子壳有时会划伤它们的
皮肤，流出血来。为此，边防民
警及林克武经常拿着小铲子，

将礁石上的海蛎子壳清除。
多年来，守护这些斑海豹，已

成为边防官兵每年定时的一项工
作。2001年，长岛被省政府正式批
准建立“庙岛群岛海豹省级自然
保护区”。为了保护好这一块海豹
赖以生存的家园，在每年海豹停
留期间，长岛边防大队官兵都会
通过下村走访、张贴海报等形式，
营造全民保护、关爱海豹的良好
氛围。

格海豹守护人

拍摄海豹三十余载，胶卷用了五大箱

独臂老人义务守护球石
为保护长岛特色资源，边防官兵组织了民间看护队

隔通讯员 方毅 韩磊
隔本报记者 秦雪丽

长岛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
有不少充满原始和神秘气息的无
人岛。独特的地质、地况、自然环
境，更成就了“中华球石之王”的
美称，为了守护这一片美景，驻岛
边防官兵自觉挑起了这个担子。
在长岛有名的景区半月湾，有一
道长达2000多米、宽逾50多米的
彩色石带，鹅卵石多呈圆形或椭
圆形，且色彩斑澜。

长岛球石不仅是不少玩家的
收藏品和市场上的消费品，也是
岛上众多景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为此，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
宣传组和巡逻队，对广大游客开

展保护球石资源的宣传教育，当
地政府也曾明令禁止采掘球石和
私自带石行为。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2007

年，长岛边防大队协调每个村委
成立了球石看护组织。71岁老人
孙家胜是第一批加入守护球石的
成员，这位独臂老人对这项守护
工作非常认真。在看护队的6年
里，没请过一天假，就像他说的那
样：“在这里看护石滩，我不图什
么报酬，只因为这是我的家。”也
正因此，岛上的人都尊称老人为

“一把手”。
2 0 0 8年 1 2月的一天夜里，

狂风伴着大雪，几个不法分子
来到东村石滩，想趁深夜偷捡
球石，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孙家胜早已预料，在这样的
天气必定会有人来捡石头。发
现情况后，孙家胜一边向边防

民警报告，一边追赶偷球石的
人，最 后 ，几人见老人紧追不
舍，只好丢下球石逃跑了。

在长岛洄游的海豹属于西
太平洋斑海豹，在《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中被列为国家
II级保护动物。每年11月份，斑海
豹会成群结队向中国渤海长途
洄游，翌年三四月份到达中国渤
海北部沿海进行繁衍。而长岛的
长山水道是其往返的必经之路
和栖息地，一直到7月份，是长岛
海豹数量最多的时期，也是观赏
海豹的最佳时节。

老伴曾抱怨：

一卷胶卷

就是一袋面粉钱

作为海岛上普通的一个
渔民，对于拍摄海豹，家人最
初都持反对意见，尤其是林克
武的老伴，认为老林是在耽误
正事，对买相机的钱，也十分
不舍。

一卷胶片，从购买到最后
冲洗，大概需要40多元钱。“老
伴时常指着一卷胶卷，心疼地
说又是一袋面粉钱。”

从最初的胶卷相机，再到现
在的单反机，林克武已经换了3

部相机，购买相机前前后后大概
花了3万元，目前他正准备再更
换一部好相机。

“海豹其实很胆小，听到
大 的 声 响 ，以 及 看 到 大 的 船
只，都会害怕地从礁石上跳到
海中，有时候一个猛子下去，
得等 4 0多分钟甚至一小时才
露头。”林克武称，为了拍摄一
个好镜头，他曾在船上静静地
等了一天时间。

慢慢的，家人接受了林克武
的举动。林克武称，生活中，他一
不喝酒二不抽烟，之前种过地，
打过渔，搞过景区建设，但他唯
一的爱好便是拍摄海豹。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孙家胜义务看护长岛球石6年了。 记者 赵金阳 摄

边防民警在钓鱼岛景区附近的海豹礁巡逻，防止有人偷捕海豹。 记者 赵金阳 摄

林克武和他拍摄的海豹照片。 通讯员 韩磊 摄

海豹在礁石上玩耍。 记者
赵金阳 摄

隔通讯员 方毅 韩磊
隔本报记者 秦雪丽

有种守候是发自内心、不计
代价的，正如长岛渔民林克武对
野生斑海豹三十多年来的守候一
样。数十年的海豹拍摄生涯，让渔
民林克武在岛上小有名气。每当
岛上来了摄影采风者，都喜欢找
林师傅作向导，去探索海豹的生
活。

因为喜欢和好奇，林克武在
30多岁时做了一个决定，花300多
元买了一个胶卷照相机，开始了
拍摄斑海豹的生涯。为了近距离
的拍摄海豹，又不惊扰它们，林师
傅大都是划着一艘小船前往拍

摄，有时是两个人，有时是自己。
林克武说，前期他使用的是

胶片机，光胶片就用了五大箱子。
拍摄中，林师傅会详细地记录时
间、海豹数量、天气情况、温度等。
在多次地记录中，他也总结出了
斑海豹的习性和生活特征，从一
个门外汉，成为斑海豹方面的专
家。

谈到人为捕杀，林师傅非常
气愤。他拍摄斑海豹那么多年，
见证了这个物种数量的减少，那
种心疼无法言说。每当斑海豹途
径长岛这边海域，他都要划船去
看看，这个春天以来，他去了十
多次，像是一个约定，更像一种
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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