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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瘦船歇·转型

渔渔民民转转型型谋谋出出路路，，搞搞起起海海鲜鲜养养殖殖
还有渔民下了渔船，做起了渔家乐

加大增殖放流

引导远洋捕捞

烟台市渔业局渔业科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近海渔业资源逐渐减
少是长久以来存在的现象。为修复
渔业资源，促进渔民增收 ,渔业局
已经多年采取增殖放流的方式，补
充和恢复渔业资源的群体，也起到
了良好的效果。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几年大规
模放流水生生物经济物种，如对虾、梭
子蟹、海蜇这些品种。放流的效果都是
非常明显的，投入和产出比很高。

据了解，近几年，渔业部门放
流品种不断增加，放流数量不断增
多，放流区域不断增大。2013年，烟
台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中，多方
面筹集增殖放流资金3005 . 5万元。
实际放流10 . 2亿水产苗种单位。其
中，海洋经济物种10 . 17亿水产苗
种单位，内陆经济物种300余万尾。
放流物种包括中国对虾、日本对
虾、海蜇、三疣梭子蟹、魁蚶、牙鲆、
黄盖鲽、黑鲷、许氏平鲉、半滑舌
鳎、鲈鱼和淡水白鲢等12个品种。

市渔业局渔业科科长张宇介
绍，2014年的增殖放流计划预计下
个月可以出来，预计今年总体规模
还会加大。

开发区农海局渔港监督站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近海渔业资
源枯竭的现状，开发区将积极引导
渔民将小船合并马力，联合造大
船，向国内的远洋捕捞发展。据介
绍，目前开发区已有四艘远洋大船
到南海等地去捕捞作业。

本报记者 李静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李
静 实习生 王世羚 通讯员

张宇 毛伟春 ) 海里的渔
业资源越来越少，人工和燃油
成本越来越高，出海风险太
大……种种原因之下，不少渔
民不再出海了，他们开始自谋
其他出路。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一些渔民要么干脆把渔船卖
掉，要么直接转租个别人；有的
直接转了行，搞起了海鲜养殖。

20日，记者在开发区大季家
了解到，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搞起
了养殖，吕鹏就是其中一个。吕
鹏告诉记者，父亲那一辈基本上
都是靠出海打鱼谋生，但他不想
再继续，他更看好海鲜养殖。吕
鹏告诉记者，他现在养殖了海
螺、海蛎子、海菜等，每年基本上
能收入10万元左右。

吕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家里一共四个劳动力搞养殖。
父母在家管理，他和妻子多在
外面卖货，两不耽误，基本上不
用雇人，年收入10万元左右。但
要是出海打鱼，一年最多能收
入3、4万块钱，平均到每个人身
上才1万元左右，而且打鱼遭
罪，风险大，没人能保证出海就
能打到鱼。

在芝罘区东口村也存在着
这样的情况。村里60多岁的老
李指着前方一片海域告诉记
者，开始几年这片还只有几家
养殖的，小房子孤零零飘在海
面上。“现在再看看，估计能有
上千个。”

据了解，牟平、芝罘岛上的
渔民数量也都在不断减少，不
少渔民都转型搞起了养殖。

除了搞养殖外，一些渔民
还搞起了渔家乐等休闲渔业。

给游客提供一些海鲜，游泳、钓
鱼、赶海、沙滩游戏等项目，让
游客住渔家体验渔家风情。“不
用渔民出去赚钱，让游客把钱
送到家。”一渔民说道。

市渔业局渔业科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像蓬莱、开发
区、牟平等很多沿海渔村都搞
起了渔家乐，长岛是渔家乐休
闲渔业搞得比较好的一个地
区。渔家民俗的休闲旅游方式，
已经成为烟台新兴的一种旅游
项目。

在芝罘区东口村，不少渔民纷纷转型搞起了海鲜养殖，海面上飘满了养殖户的小屋子。
见习记者 吕奇 摄

鲁东大学农学院水产养
殖专业教授闫冬春表示，除了
搞养殖和休闲渔业外，渔民还
可以向深加工方向发展。

“例如可以从日本等地
购进渔业原材料，然后在本
地进行深加工，加工成成品
之后再销售。”闫冬春告诉记
者，就她所了解，目前烟台已

有企业开始搞这样的生产，
她相信这将是烟台渔业转型
的一个发展方向。

除此之外，闫冬春还呼吁
政府部门加强增殖放流的监
管力度。“政府投入那么多钱，
一定要尽力确保育苗的数量
和质量，提高鱼苗的成活率。”

本报记者 李静

水产品深加工或是转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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