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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海第一网②

““再再苦苦再再累累也也得得坚坚持持住住””
船上生活单调，为了讨生活必须得适应

船上所有事

都要自己干

9月1日下午4点多，在出
海前的这段时间里，船员张国
耀坐在船舱口，开始拿起针线
补起衣服。对此不少市民也许
会颇感意外，对船员来说却司
空见惯。

“在船上，所有的事情都
要自己干。今年54岁的刘明民
在船上打鱼的同时，还有一个
身份，就是船上的大厨。出海
打鱼是个苦力活，尤其需要食
物补充体力，所以他的角色很
重要。

下午5点多，船舱内传出
一股馒头的香味，原来是刘
明民在蒸馒头。因为大家都
想吃到筋道的馒头，所以在
船上蒸馒头就一直坚持了下
来。

“焖鲫鱼，炒笔管蛸，主食
是馒头。”下午6点12分，刘明
民做好了当天的晚饭，招呼大
家吃饭。船员们分成了两群开
始吃饭，在船尾，没有凳子，3

个人蹲在一块就开始简单吃
起饭来。

可别说，不少船员对刘师
傅的厨艺点赞。

看电子书

打发时间

在船上，在下网和收网之
间的几个小时，船员是可以暂
时休息的，不过值班的除外。
不少船员选择在舱内睡觉。舱
内的空间十分狭小，也有点潮
湿。铺位像是一个横在壁上的
橱窗，宽还不到一米，长度也
刚好能躺下一个常人。

船员刘正南是吉林延吉
人，3年前来到初旺，成了初旺
的女婿，从来到这就当上了船
员，开始了打鱼生活。他需要
在这次出海中值班看护发动
机，所以一直要在旁边看着。

“无聊时只能看看电子
书。”刘正南的手机屏幕上是一
家三口的合照。他说没事的时
候，也会盯着女儿的照片发呆。

在船上，一切从简，厕所
也格外简陋，但这些是船员必
须适应的，靠着这些辛苦繁重
的活儿，多挣点钱维持生活。

这一点，刘明民更是一直
在坚持。他今年已经54岁，从
24岁第一次出海，到现在已经
30年了，但他说还会再坚持几
年，因为他想多攒点钱，帮小
儿子买房。

异乡人来打鱼

只为讨生活

在这条船上，还有两个异
乡人的身影，他们是来自河南
方城的张国耀和关书众。今年
是他们来当船员的头一年，之
所以来这，就是因为一个打鱼
季节下来，可以挣到2万多块钱。

张国耀今年34岁，妻子带
着一个10岁的女儿和一个6岁
的儿子在家里生活。他说，一
个人挣钱3个人花，所以需要
格外努力。

关书众和他的情况差不
多，家里有一个儿子。“听说可
以挣两万七左右。”关书众说，
去年的新船员是这个价格，今
年应该会差不多，这个工钱还
是很有吸引力的。

虽然这是第一次出海，但
经过事先的简单培训，他俩做
得也有模有样。因为这个主要
还是体力活，即使运鱼，一箱
子也有几十斤，也并不轻松。

“再苦再累也得坚持住。”
今年41岁的关凯从17岁就开
始在渔船上劳作，对于其中的
甘苦他有特别的体会，为了生
活，不少船员在干完打鱼季之
后，还要到别的地方打工。

我心中有个水手梦，所以一
直以来都希望能跟船出海打鱼。
但通过这次出海，有了完全出乎
意料的体验。打鱼需要和风浪搏
斗，看到渔民们的辛苦，不由得
对他们的身影肃然起敬。

第一次走上渔船，一切
都显得很新鲜，当踏上航程
的时候，还多少有点兴奋。但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兴奋劲
儿荡然无存。

手机没电，适应颠簸，抗击
疲倦，这就是在渔船上面临的
一切。不过看了渔民们拉网收
获的那一刻，看到船员们辛苦
劳作的身影，震撼赶跑了倦意。

向渔民们致敬！力量的
伟岸带来的是深深的感动。

渔民的身影

令人起敬
□王永军

值班是无聊的，水手张国耀靠在舱壁上发呆。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来自海洋
的海鲜味道鲜
美，在百姓生活
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好滋味令
人流连，背后却
是渔民与风浪
的搏斗。这一切
都是艰辛劳作
换来的。“再苦
再累也得坚持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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