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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雪雪作作美美，，周周末末““泡泡汤汤””真真惬惬意意
本报齐鲁爱游俱乐部与读者赴小汤温泉赏雪景泡温泉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齐金
钊) 7日一早，本报齐鲁爱游俱
乐部的读者成员从烟台市区，伴
着飘飘洒洒的小雪，来到威海乳
山的小汤温泉，度过了一个惬意
又难忘的周末。

7日一早，参加齐鲁爱游俱
乐部周末特惠活动的市民刚一
上车，天空就开始飘起雪花。由
于雪量不大，早上飘起的小雪非
但没有对我们的出行产生负面
影响，反而为本次的温泉之旅平
添了几分意境，一路上车上的读

者纷纷拿出手机拍摄外面的雪
景，并热烈讨论着即将开始的温
泉旅程。

“雪中泡温泉才有意境，今
天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啊。”读者
陈先生说，能赶在下雪天里泡温
泉真是一份难得的享受，很多时
候想泡温泉的时候没有雪，而雪
太大又影响出行，像今天这样的
小雪真是天公作美，给我们带来
了一次难得的享受。

虽然外面是冰天雪地，但当
大家来到小汤温泉后，温泉馆内

部却是另外一番温暖的景象。温
泉池子里热气腾腾，馆内种满了
各种热带植物。虽然整个温泉馆
在室内，但是四周和天棚都是巨
大的玻璃幕墙，在馆内享受水汽
氤氲的同时还能欣赏外面飘洒
的雪花，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带
给人一种绝妙的反差享受。

“齐鲁爱游俱乐部的周末特
惠活动既实惠又好玩，以后有活
动多通知我。”家住金海岸花园
的张女士已经连续参加了本报
组织的两次周末特惠活动，张女

士说，自己现在退休在家，就喜
欢周末多出去转转玩玩，自从了
解到齐鲁爱游俱乐部的活动后，
每期都会留意有没有适合自己
的活动，自己以后要跟着齐鲁爱
游俱乐部做一个真正的“爱游一
族”。

齐鲁爱游俱乐部是本报特
别为烟台“爱游一族”打造的全
新出游平台，您可以通过关注本
报、加入“齐鲁爱游”QQ群(群号：
372086820)及添加“齐鲁爱游”公
众微信3种途径加入到齐鲁爱游

俱乐部中，我们会定期推出各种
特色、特惠的旅游线路，让您畅
享旅游的乐趣。想了解更多出游
信息，请微信扫码或搜索齐鲁爱
游俱乐部公众号“qlwbytly”，成为

“爱游一族”。

““大大雪雪””节节气气，，小小雪雪赶赶来来应应景景
今明两天天气转好，气温回升，预计本周还将有小雪

本报12月7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7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
港城天空应景地飘起了小雪。据烟
台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8日和9

日烟台天气将转好，气温缓慢回
升；预计12日左右，烟台北部地区
将有小雪。

7日上午，受冷暖气流共同影

响，港城的天空飘起了小雪，迎
接着“大雪”节气的到来。“大雪”
节气的到来标志着之后的天气
将变得更冷，降雪的可能性也提
高了。

据烟台市气象台的天气预报，
8日和9日烟台的天气转好，气温缓
慢回升，预计12日前后，受冷空气

影响，北部地区有小雪，风力较大。
据烟台气象台7日16时发布的

天气预报，8日，多云转晴，北到西
北风5到6级转3到4级，气温-1℃到
4℃；9日，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3到
4级，气温-3℃到6℃；10日，少云转
阴天，局部有雨夹雪，西南风转西
北风4到5级，气温-3℃到4℃。

牟牟平平扇扇贝贝““瘦瘦身身””，，莱莱州州减减产产不不减减收收
养殖密度变大加上夏季少雨，导致牟平和芝罘的扇贝个小价低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李娜 王晏坤 ) 眼下正是
海湾扇贝收获的季节，烟台
不同区域的养殖户们却有喜
有忧。牟平区、芝罘区扇贝今
年普遍偏“瘦”，一笼扇贝只
能出1斤多贝丁，而去年是3

斤。而扇贝主产区莱州养殖
的扇贝长势不错，虽然春季
育苗时受损，但因为价格上
涨，可以说减产不减收。

去年这个时候，在牟平
区养马岛海域养殖扇贝的老
王收获完扇贝 ,每天和邻居
打麻将打发日子，今年他全
然没了兴致。因为同样养殖
了6000笼海湾贝，今年比去
年少卖了近20万元。

“可别提了，扇贝太瘦，
今年能保本就不错了。”老王
开口就说收成不行。在他家
院子外，罗列着整齐的扇贝
笼。“去年这一笼扇贝，能出3

斤多贝丁，今年也就是1斤
多。去年一笼平均算下来是
六七十块钱，今年也就是二
三十块钱。”老王养殖扇贝多
年，把养殖的账算得清清楚
楚。

不光是养马岛，崆峒岛
的扇贝养殖户们遇到了同样

的问题，今年忙活一年只能
算微利，部分能保本，小部分
人还赔了钱。

原来，这个区域今年扇
贝个头比去年小不少，去年
120个贝丁一斤，今年得170-
200个贝丁才能有一斤。“这
样个头的扇贝，在11月份一
斤价格是18元，最近才涨到
了20元。”一位扇贝养殖户
说，今年在牟平区域很难找
120头一斤的扇贝。

而在扇贝的主产区莱
州，养殖户们的日子要好过
得多。虽然在春季苗种受损，
但是后期长势不错。

“每笼的扇贝头数能够
在140个左右，这就算是比较
理想的了，如果每笼200多头
的话就会赔钱，还好今年不
错。”莱州海庙口扇贝养殖户
孙洪义说。

记者采访了莱州其他几
家养殖户，他们均反映今年
扇贝长势还可以，加上价格
提高了，所以减产不减收。

由于主产区莱州扇贝情
况没有太大变化，市场上扇
贝价格基本维持稳定。小个
头的扇贝价格一般是10元3

斤，个头较大的10元2斤。

春季育苗受损，而今扇贝价格上涨“找补”

12月7日，数辆装载扇贝的大型
货车从莱州市海庙港附近的扇贝
养殖区域驶进驶出，现在正值扇贝
收获季，养殖场内一片繁忙景象。

下午2点半，养殖场老板孙传
虎正忙碌着和工人一起进行新鲜
扇贝的去泥清洗工作。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办海庙孙
家村村支部书记孙洪义经营养殖
场近十年，他还是莱州市海庙港扇

贝养殖公司的经理，孙洪义说今年
的扇贝长势不错，价格也好，但前
期损失不少。“春季育苗的时候招
灾，损失不少，当时进了4万笼扇
贝，最后剩了1 . 7万笼。”孙洪义说。

莱州市大部分扇贝养殖场今
年春季育苗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
的损失，但是养殖户们说，今年虽
减产，但不减收。

“去年养得少了，加上春季育

苗损失，减产了，但是今年扇贝丁
的价格提上来了，好的能卖到24元
一斤，差的也能卖到19元，平均每
斤比往年高出近4元，销路也很好，
所以收入方面没有太大变化。”养
殖户孙先成说。

由于莱州是扇贝重要产区之
一，加上今年扇贝减产，在养殖区
域吸引了很多外省客商前来选购，
外地牌照的车辆在此随处可见。

工人工资上涨，麻利的工人日赚200多元

在莱州市海庙港扇贝养殖公
司割丁棚内，近40名割丁工人在紧
张忙碌着，因为工资是按照割出
扇贝丁的斤数计算，所以每名工
人前面都有一个盛着扇贝丁的大
盆。

据了解，各养殖场内的割丁工
人并不固定，人员大多来自省内的
济宁、临沂、菏泽等地，也有来自河
南、河北等地的省外人员。

“按照一笼136头扇贝的数量计
算，工人每割一斤扇贝丁，需要支
付3 . 6元的工资，麻利的工人一天可
以赚到200多块钱的工资。”孙洪义
说，加上工人的吃住，成本会更高。

据孙洪义计算，割丁工加上出
海打捞扇贝的工人，他的养殖公司
在收获季需要支付近35万元的工
人成本。

“因为我是合伙养殖，最终算

算，倒像是在给工人打工，但是我
们多少也能挣点。”孙洪义说，莱州
市海庙港扇贝养殖公司的17000多
笼扇贝，预计可以产出5万多斤扇
贝丁，按照一斤23元计算，可以卖
出超过百万的价格。不过去除养殖
成本、工人成本和合伙人分成，所
剩不多。

本报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李廷杰

今年牟平区和芝罘区扇
贝偏瘦，养殖区的渔民们普
遍认为今年夏季少雨是个重
要原因。“一般夏季是高温多
雨，今年夏季基本上没怎么
下雨，好不容易来了一场大
风，只刮了一天就结束了。”
渔民老王说，按照老辈的道
理，有风有雨，海水才肥，扇
贝才有东西吃，长得快。

一位水产业的老研究员
王先生说，扇贝偏小主要是
气候和人为两方面原因造成
的。

首先，夏季海湾贝生长
季节，降水偏少，不利于海洋

浮游生物生长。夏季的淡水
注入海水，再加上大风作用，
有利于浮游生物生长。

其次，养殖密度加大，不
利于扇贝的生长。去年扇贝
长得好，价格高，部分区域的
养殖户便增加了养殖密度。
在饵料减少的情况下，养殖
密度增加，更不利于扇贝生
长。“其实海上养殖扇贝和在
陆地种植果树是一个道理，
同样大的海域养过多的扇
贝，养分不足，很难长出好扇
贝，要合理控制养殖密度。”
王先生说。

本报记者 李娜

夏季少雨，饵料减少养殖密度变大

莱州扇贝养殖区探访

扇贝“瘦身”原因

7日，在莱州市海庙港扇贝养殖公司割丁棚内，来自不同地方的工人们正在忙碌着。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摄

7日是农历大雪节气，港城飘起小雪，市民从火车站外面
走过。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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