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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阴雨天，在户外除了要
特别注意预防雷电之外，还
需注意电器设施漏电伤人。
潮湿的空气会使部分电器、
线路的绝缘性能降低，高压
或低压线路断线、供电设备
短路，都可能引起漏电。

一、尽量避开变压器等
电器设施。

二、不在紧靠电线的树
下避雨或停留。

三、不要用手触摸电线
杆、灯饰广告牌等，特别注
意不要用手触摸电线杆的
斜拉铁线。

四、暴雨过后，有些路
面会出现积水。蹚水通过时
一定要观察所通过的路段

有没有电线断落在积水中。
如果发现在积水中有断落
的电线，非专业人员千万不
要自行处理，应当提醒行人
不要靠近，并及时打电话告
知供电部门前来处理。

五、一旦发现有人在水
中触电倒地，不要急于靠近
搀扶，必须在采取了停电或
让触电者脱离电源后才能
进行抢救。

六、万一电线恰巧断
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
上，首先不要惊慌，更不能
撒腿就跑。这时候应该单
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
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
用下触电。

雨天漏电不能撒腿跑

“海猛子”是威海沿海渔民
对海参捕捞者的俗称，取意扎猛
子入海采海参。每年的4月中旬
到6月中旬是海参捕捞时节，“海
猛子”们便开始了“以命相搏”的
海底捕参工作。虽然工钱丰厚，
但在五六米深的海底，“海猛子”
要承受寒流、高压和各种未知的
危险。海里来浪里去，这就是“海
猛子”的生活。

在威海荣成市的西霞口野
生海参基地，有13名职业“海猛
子”，其中12名是“80后”，大多来
自外省。河南籍的赵永磊今年26
岁，却已当了7年的“海猛子”。他
说，虽然辛苦，但这份工作收入
可观。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采
四五百斤海参，一个月工钱能拿
3 . 5万元左右。同时他们也怕家
人担心，所以很多人都不敢把做

“海猛子”的事告诉家人。
“趁着年轻，我还想多干几

年，多挣点钱，给老婆和孩子创
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赵永磊憨
直地说。

6月初，海水温度在13℃左
右，为了御寒，“海猛子”们下水
前必须穿上厚棉衣，再穿戴潜水
服和氧气瓶。为克服海水浮力，
还得在腰间系上30多斤重的铅
块。加上氧气瓶，“海猛子”身上
的装备足有60多斤重，这样他们
才能安全、顺利地潜到海底。

“最大的问题在水下，海底
经常有渔网和绳子，如果被缠住
就很危险了。”“海猛子”刘国军
说，这个季节，海参都伸展开趴
在海底的石块上，比上岸后的萎
缩状态要大三倍。采参时还要判
断海参的“年龄”，找三岁及三岁
以上的往网兜里“捡”。

赵永磊还告诉记者，采参非
常耗体力，要有很强的体力和耐
力。一个氧气瓶在水下能用40分
钟左右，浮上来换氧气瓶时，他
们可以借此休息一会儿。

俗话说，能上山，不下海。别
看“海猛子”工资高，但当地年轻
人很少有干这一行的，风险大不
说，干的时间久了身体也受不
了，最常见的就是关节疼。

别看“海猛子”收入高，平时
生活都很节俭，一包泡面、一根
火腿、一瓶啤酒，就是午饭。虽然
天天和海参打交道，但他们只有
在每年采参结束后基地的款待
宴上才能吃到海参。之后，“海猛
子”们便回家打工，待到第二年
采参时节再来这里“搏海捕参”。

“搏”海捕参
文/图 本报记者 王震

海参在海底是伸展开的，比上岸后的萎缩状态要大三倍。

海底温度较低，“海猛子”需要穿上棉衣裤御寒。

“海猛子”的生活都比较节俭，午饭往往用方便面打发。

海水浮力较大，“海猛子”穿戴好潜水服后还要在腰间系上30多斤重的铅
块才能下海。

在海底工作40多分钟后体能消耗较大，吸根烟休息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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