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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休休渔渔期期
探探访访养养殖殖区区的的喜喜与与忧忧

7月29日，在威海市环翠区
靖子村海上养殖海区内，养殖户
们正抓紧时间将虾夷扇贝第二次
分苗。

当日上午9点左右，扇贝养
殖户苗先生夫妇和几位雇工正在
给扇贝分苗，他们将装有稚贝的
网袋放在水中，用手轻轻地将大
拇指指甲大小般的稚贝从袋子上
清洗下来后，装进网眼稍微大一
些的网吊中，挂到海中养殖区的
浮筏上。

苗先生说这次分苗的扇贝是

好品种，叫虾夷扇贝，生长期要三
年，“这是这些虾夷扇贝第二次分
苗，上次是一个多月前。”之所以
要分苗，是因为在海里养殖一段
时间后，海里的淤泥会塞住网袋
的窟窿，影响扇贝吃饵料。这样的
分苗工序至少要进行四次，前三
次是换不同大小网眼的网袋，最
后一次是装进扇贝笼养殖。

每次分苗，养殖户们都要将
扇贝泡在水中，用手轻轻清洗。一
位正在分苗的大姐介绍，稚贝其
实很脆弱，不能戴手套清洗，否则

伤了苗子不利于成活，影响产量。
每次分苗，他们的双手要在水中
泡上几天，还要和塑料网袋不断
摩擦，每天都感觉手像脱了一层
皮一样。

据调查，近一个月来，市场上
的普通扇贝，远海养殖时间是七
八个月，近海养殖要一年半左右，
市场价格基本都是10元钱3斤，
而养殖户批发的价格每斤才 2
元。虾夷扇贝的批发价格能高一
些，每斤9元，但养殖需要3年的
时间。

这两年，扇贝的价格虽然还
算稳定，但养殖户苗先生算了算，
除去人工、成本等费用，其实也赚
不了多少钱。以虾夷扇贝为例，他
们从蓬莱育苗场进购的稚贝，一
吊串300元，有40袋，随着扇贝的
成长，过一段时间就要分苗。

扇贝赚不赚钱，还得看苗的
成活率。第一年的六七月份，养殖
户要当心海虹缠在扇贝网袋上，
影响扇贝吃饵料。十月份则要防
着螃蟹吃扇贝，分苗时要将漏网
的小螃蟹一个个抓出来，来年的
春天就可以将扇贝装进扇贝笼，

第三年的七八月份就可以出售
了。

“养殖其实和种地一样累，不
仅投入大，而且看天吃饭风险高，
收入也不像外人想象得那么高。”
苗先生说能否盈利主要看天气好
坏，最怕大风天；再就是保苗的好
坏，一般来说，能成活一半就好
了。

养殖扇贝主要是苗种投入
大，然后就是人工费。苗先生说，
每年扇贝分苗的时候是最忙的，
家里有十多亩养殖区，光靠他们
夫妻俩根本忙不过来，而现在人

工费用也贵，一个雇工一天至少
150元，还要管吃管喝，夫妻二人
经营的十多亩“海田”，一年的纯
收入也只有5万元左右。

苗先生家附近有两个海参养
殖户，看池子的老人向记者透露，
近几年威海的海参很出名，价格
也一路看涨，很多人都开始养殖
海参，不过今年，海参的产量是丰
收了，价格却比去年跌了不少。

“现在都提倡节俭，大酒店、饭店
吃海参的少了。”市场上对海参的
需求减少，价格自然就跟着下去
了。

荣成海带驰名中外。六七月
份正是海带收割、晾晒的时间，今
年受大风天气等原因影响，海带
产量有所下降，但是市场的需求
量不减。

养殖户刘先生透露，因为销
路好，部分小养殖户的海带多以
鲜菜的形式直接卖给收购商，价
格也比往年有所上涨，节省了不
少人工。

荣成市海带养殖区面积达十
万亩，年产鲜海带一百多万吨，养
殖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年均
出产海带占全省总产量的八成、
全国的四成以上。

目前，荣成市海带养殖主要
是一些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一
些散户也抱团闯市场，荣成市渔
业协会对会员单位的海带也基本
统一价格、统一销售、统一管理、

统一抓产品质量。价格规范后，养
殖户增加的效益非常大。

据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数据
显示，目前荣成淡干海带食品菜
价格每公斤为7元至10元，比去
年同期上涨10%至12%；化工菜
价格每公斤为5 . 6元至7 . 4元，比
去年同期上涨20%至25%；鲜菜
价格每公斤为0 . 82元至1元，比
去年同期上涨10%。

市场需求影响价格涨跌

日前，记者走访威海市水
产品批发市场发现，市场上的
池养海参价格继续低位运行，
市场每公斤售价在126—130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 . 5%。

一名水产店的销售人员告
诉记者，目前，野生海参的价格
与往年基本持平，但养殖海参
价格每斤能降几十块钱。例如
在威海水产品批发市场，今年
威海地区海参产量喜获丰收，
但市场需求却有所下滑，尤其
是酒店、饭店等高端餐饮消费
量骤减，导致海参价格的走低，
预计未来随着海参上市量的不
断加大，市场海参的价格依然
处于弱势状态。

威海市海参产业协会秘书

长林乐福说，目前，威海海参养
殖面积已达20多万亩，到2015
年，威海海参养殖面积有望突
破百万亩，鲜参产量突破6万
吨，育苗、养殖、加工、流通的海
参产业链产值将达到 2 0 0亿
元。“威海海参产量约占全省的
一半，由于今年投放的海参苗
数量增加，加上整体气候比较
适合海参生长，海参总产量增
幅在10%左右。去年池养海参
70元/斤左右，今年一般是60
元/斤左右，与南方海参价格基
本持平。”林乐福告诉记者，今
年海参的产量高于往年，但是
总体销量比往年略有下降，市
场需求是直接影响海产品价格
涨跌的主要因素。

浅海养殖遭遇“饱和”

业内人士认为，眼下，浅海
养殖发展面临着海洋资源减
少、加工货源不足等问题。

海洋捕捞资源持续衰退、
浅海养殖水域日趋饱和、陆地
养殖产业逐步退出，尤其是一
些价值较高的鱼、虾类逐年减
少，造成水产品加工货源紧张；
传统的靠投资、扩规模、增面积
的增长方式占主流，科技滞后

的瓶颈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新技术、新产业、新品种、新
工艺在水产品加工业发展中的
主导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增
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生产运
输成本提高、用工成本增加、汇
率升高等因素影响，也导致水
产加工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提
高，利润降低，竞争能力下降
等。

养殖产量补充近海捕捞

近年来，近海渔业资源日
益匮乏，但是威海市一直保持
着水产品产量在全国地级市中
第一的地位，大力发展海上养
殖是威海市海产品产量保持领
先的重要原因。

根据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
提供的近三年水产品产量的数
据显示：2010年，威海全年水
产品总产量达到213 . 17万吨，
养殖总产量127 . 4万吨；2011
年 ，全 年 水 产 品 总 产 量 为
2 1 8 . 4 3 万 吨 ，养 殖 总 产 量
133 . 5万吨；2012年，全市实现
水产品总产量229万吨，养殖
总产量146 . 7万吨，均持上升

态势。
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工

作人员说，近年来，威海市严格
控制海洋捕捞，不再像过去一
味“掠夺”，主要希望海洋资源
能休养生息。“养渔不是一蹴而
就，海捕量虽有所下降，但水产
总量不断地提升，在一定程度
上，养殖产量补充了近海捕捞
的产量。”

为促进养殖业发展，下一
步，威海市将优化养殖品种结
构，拓展养殖空间，从浅海滩涂
向深海拓展，大规模开发利用
海底，建设人工鱼礁区，发展工
厂化养殖。

海边小渔村的粗放养殖

十余亩“海田”一年辛苦只赚5万

荣成海带“抱团”闯市场

6月1日12时开始，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威海海鲜市场上，养殖
水产品开始唱“主角”，养殖户们也开始忙碌起来。日前，记者走访威海市部分养殖户和水产品市
场，受天气、市场需求的影响，不同养殖水产品价格比往年有高有低，养殖户有的无奈有的求策
略，且看威海浅海养殖业如何顺时、顺势而变。

▲养殖户们将扇贝第二次分苗，放进网眼大一些的网吊中。
记者 许君丽 摄

策划统筹 刘 洁 林丹丹
本报记者 许君丽

水水产产养养殖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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