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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谷谷雨雨出出海海季季 九九成成渔渔船船““趴趴窝窝””
春季出海成本高，渔民直喊“不赚钱”

本报4月21日讯(记者 李孟
霏) 靖子社区曾是威海一个传
统的渔村，这里的村民曾世代以
打渔为生，可如今大海犹在，鱼虾
却越来越少。提到这些，村里两位
老渔民感触颇深。

海青鱼、偏口鱼、扒皮狼、鲳
鱼……在82岁的老渔民苗杭宝
印象中，这都是他年轻时出海打

渔经常见到的品种，不仅数量多，
而且鱼的个头也很大。他说，以前
每次谷雨时节出海打渔，放下25
尺的渔网，一个多钟头就可以收
网，收上来的全是十几斤的大鱼。

“最多的一次收了5000多斤，”苗
杭宝说，收上网之后，他一般把大
鱼捡出来，剩下的小鱼小虾就重
新扔回大海，像螃蟹、虾爬子一类

的带壳海鲜，他们一般都不往回
带，“太占地方。”

同村83岁的老渔民苗丰兴
也回忆，八十年代末，渔船出海之
后，一次能捞上5万多斤青鱼，而
现如今，青鱼都很少见了。

那会儿鱼虾数目之多，就连
苗杭宝的女儿苗建兰也深有感
触。在她的印象里，上小学以前常

吃大鱼大虾。“野生的大对虾，两
个就能有一斤，大鲅鱼、大刀鱼，
现在再也见不到了。”苗建兰说，
在她的印象里，从九十年代末开
始，鱼虾就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小
了。

“现在的工具好，又不分时节
打渔，鱼虾肯定越来越少，”苗杭
宝说，他们那个年代的渔网鱼线

质量不好，只能用半年，剩下的半
年就织网等待，而现在的鱼线都
是聚乙烯、尼龙材料的，全年都能
用，“盛豆子都不漏啊！”

苗丰兴则说，从九十年代开
始，一些大的水产公司就引用先
进设备，运用灯光和扫描仪捕鱼，

“啥鱼捞不到啊，一年到头的捞，
都捞没了。”

““鱼鱼虾虾越越来来越越少少、、也也越越来来越越小小””
老渔民感叹现代化设备把海货“网”没了

谷谷雨雨祭祭海海时时祈祈愿愿的的少少了了、、观观赏赏的的多多了了

本报4月21日讯(记者 李孟
霏) 清明燕来，谷雨祭海。在孙
家疃街道办事处靖子社区，谷雨
时节的祭海活动和龙王庙会成
了一年最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
活动越来越隆重了，但祈愿的渔
民少了，观赏的市民多了。

对出海打渔的人而言，谷雨
时节正是春天海水回暖的时候，
百鱼行至浅海地带，俗称鱼汛。
选择这样的时机下海捕鱼，不仅
寓意好，而且收成也好。作为传
统渔村的靖子社区，每年都会举
行隆重的祭海和庙会的祈福活

动，祈求海神保佑风调雨顺、鱼
虾满仓。该民俗活动以来，今年
已经是第七个年头。

82岁的苗杭宝是这里的老
村民，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父辈
就是靠打渔为生。每年开春的谷
雨时间，便是他们祭海“出征”的
时机，只不过那会儿祭海都是个
人行为，并没有形成什么大规模
的民俗活动。“都是零散的烧纸，
摆放贡品，”苗杭宝回忆说，每次
出海前，他都会和自己的家人到
龙王庙前磕头、烧纸、烧香。
一直到90年代末，祭奠活动开始

由零散的各家各户祭奠转变为
集体活动。

此后，这一古老的祭海活动
在不断升温，参与的人多了，演
出活动也多了。今年4月20日，一
年一度的谷雨祭海活动再次拉
开帷幕，除了传统的活动外，歌
舞表演节目增加到了十三个。

“民俗活动嘛，看热闹的人
多，”渔民苗先生说，以前谷雨祭
海都是渔民的活动，祭海活动和
龙王庙会主要是一种民俗文化
的传承，可如今真正在此祈愿的
渔民并不多。

>>300多艘渔船，只有一成出海

据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
人员介绍，渔港内粗略统计有300
多条渔船，目前出海的只有一成左
右，大部分大马力渔船在岸边做整
修工作。而渔船不出海的原因，主
要是劳动力成本过高、油价高以及
近期海渔业资源的短缺。

21日上午，在远遥中心渔港，
码头边已经没有停泊船位，渔船只

能并列排放，大概有300多艘渔船
停靠在码头边，岸上的渔民正在对
渔船进行修整。渔民王师傅介绍，
这些船停在港内很长时间，有些船
从春节之后，就没有出过海。一位
船东告诉记者，春节后他的渔船一
直没有出海，主要是因为渔情不
好，大船出海动辄上万元，“担心出
海不赚钱反而赔本，干脆不出海。”

>>春季贴钱养船员，卯足劲战秋渔

船东孙师傅介绍，他在威海经
营渔船已经20多年，自己有一条
200马力的渔船和老乡一条200马
力的渔船搭伙出海。今年春节后，
他们共出海4次，每次回来仔细算
算，除去各种成本，剩下的钱就微
乎其微了。

“油价和劳动力成本越来越
高，跟以前没法比。”孙师傅介绍，
现在他的渔船所使用的燃油价格
达到了每吨7000多元。船员工资也
是成本的大头，一年下来预计支付
工人工资最少也得30万—40万。

“现在的船员不好招，一个替班大
工的日工资是260元，出一趟海，船
上5个人每天的工资就要1300元。”
孙师傅说，渔船出海作业损耗很
大，每年都需要对渔船进行保养，
费用也在10万元左右。他们一周前

就出去捕了一趟，三天时间捕获的
所有东西加起来才1000斤左右，但
大鱼很少。“现在巴蛸价高，20元/
斤左右，100多斤巴蛸还能卖点钱，
扣掉杂七杂八的费用，最后抛去成
本和工人费总共赚了1000多元。”

每年春节后出海都很难赚到
钱，现在出海主要是为了养船员。
用孙师傅的话说，“出去一趟没赔
本就感觉很不错了。”因为，不出海
也得给工人开工资，出海拉点鱼，
能把利润当成工人的工资，若是不
出海就等于是在干赔船员的工资。
加上海上作业对于船员的考验很
大，很多船主不愿意要新人，所以
只能用高工资来吸引有经验的老
船员，就算不出海，工资也得照算，
等秋季渔情好的时候再找人就难
了。

本报记者 王震 见习记者 刘洁

谷雨节刚过，威海本地渔民有句俗话，“谷雨一到，百鱼上岸”，对于渔民来说，这应该
是出海捕鱼的好时节。但是，在远遥渔港码头，大批渔船自春节过后就很少出海。除了成本
消耗过高外，目前海渔业资源的短缺也是主因。

>>海鲜量少，价高还不好卖

21日下午4点多，在渔港码头
岸边，不少小渔船船主开始在附近
摆摊出售鲜鱼。

记者在一艘出海刚回来的小马
力木船上看到，拉回来的海鲜中几
乎没有大鱼，主要捕捞的是蛤类、爬
虾和一些小鱼。渔民隋师傅说，现在
海里的资源越来越少，像往年比较

常见的几种鱼，现在都见不到了。一
位船员陆续搬着箱子从船上走下
来，只见箱内的巴蛸都没有铺满箱
底，爬虾数量也很少，螃蟹也是寥寥
无几，捕回来的多是一些小偏口鱼
等。“目前爬虾一斤的价格在 2 5
元—30元之间，因为价格比较高，
销量也并不理想。”隋师傅说。

▲在远遥中心渔港，近九成渔船“趴窝”。 记者 王震 摄

▲出海渔船打回来的大多是小鱼小虾，大鱼很少见。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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