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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年年忙忙活活百百日日，，收收入入能能过过1100万万
捞海鲜的“猛子”收入可观，但安全防范不足造成意外频发

本报莱芜3月6日讯（记者 程
凌润） 6日，莱芜市纪委、莱芜市监
察局通报了钢城区环保局违规购买
使用公车问题，该单位在车辆购买
上违反有关规定，在车辆管理上问
题突出。钢城区有关部门对直接责
任人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进行了
严肃处理。

据调查，该局于2012年6月购买
东风牌轻型客车一辆（白色），价格
是182760元，排气量是2 . 48升，至
今未办理车辆落户手续。主要违规
问题有：一是购买该车时未向车辆
主管部门申报；二是该车的排气量、
价格均超标；三是未按照有关要求
对该车进行清理，违规使用至今。

钢城区委区直机关工委给予钢
城区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明义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钢城区环保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新华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钢城区环保局临时工作人员王
书峰，未经单位批准，多次擅自驾驶
公车办理私事，钢城区环保局予以
辞退。

本报临沂3月6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肖楠） 6日，从临沂
公安局了解到，自2月16日以来，临
沂市已立案涉环境犯罪案件14起，
刑事拘留14人，其中包括破获临沂
市江鑫钢铁厂焦某破坏污染源自动
监控设施案等4起影响较大的涉环
境违法犯罪案件。

今年2月份，临沂市江鑫钢铁厂
焦某未向分管领导和环保部门及时
汇报，未按规程进行检查和维修，私
自修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致使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不能正常发挥
作用，涉嫌采取逃避监管方式排放
污染物。随后，焦某被行政拘留10
日。

据临沂警方介绍，自去年底以
来，临沂市公安机关与环保部门联
合整治环保突出问题，共开展联合
执法行动211次，联合整治环保突出
问题178个，查处2起妨害环保等部
门行政执法案件。

6日，本报报道了一名以
捞扇贝为生的猛子在海底遇
到意外，不幸身亡。随着天气
转暖，不少海产品又到了收
获的季节，靠捞海鲜为生的

“猛子”活也多了起来。记者
调查发现，“猛子”门槛不高，
时间比较自由，收入也不低，
但往往缺少系统训练，加上
装备落后，导致风险很高，每
年都会发生“猛子”在作业时
意外身亡的事件。

2009年就开始从事“猛子”这
行的张公成在圈子里还不算老资
格的，最近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
从这行退出。原因是跟他一起作
业的同乡，也是他的徒弟，在青岛
小港海域作业时发生了意外，不
治身亡。

“徒弟出事，现在心里还没缓
过来。以前也听说过圈子里有人
发生意外，但终究不是自己身边
的人。”张公成告诉记者，他的徒
弟是他带出来的，刚干了一年，才
27岁，就抛下父母、妻子和3岁的
女儿走了，自己也已经为人父母
了，不能再干这种人身风险太高
的行当了。

张公成之所以能干上“猛子”
这行，也是因为有亲戚是干这行
的，挣钱挺快也不少，而且还自
由。张公成说，入行前几年一直是
干浅海的，在海边不到10米深的
水下作业，人身危险相对小，每年
工作时间就100天多一点，每年收
入五六万元。最近一两年才进入
20米深海下作业，收入也翻倍，一
年能赚十多万元。

“我们家里人也知道这行风
险高，我们自己也知道，但是干这
行都是家里条件不好的。”张公成
说，他们这行入行门槛不高，工作
自由，对农村打工的年轻人来说，
很有诱惑力。

实际上熟悉“猛子”这
行的人都知道，年收入10万
元的张公成，在圈子里并不
算很高的。今年春节后，张
公成在青岛小港海域干了
两天活，老板给结了1500元
工钱，每天相当于750元，而
行情好的时候，有的“猛子”
日收入能达到三五千元，相
当于很多人一个月的工钱
了。

“猛子”收入多少完全
取决于下海作业能捞上来海
鲜的数量和质量，他们赚钱
的直接利益链上有三方，一

方是收海鲜的贩子，一方是
一起干活的渔船方，第三方
就是“猛子”。捞到海鲜后，由
船长出售给收购海鲜的贩
子，所得收入“猛子”和船方
分配，分配过程中“猛子”是
要拿大头的。“如果什么都没
捞着，那我们没收入，船方也
没收入。”张公成说。

张公成说，他师傅的师
傅从30多年前就开始干这
行，当时“猛子”数量少，都
是一些有潜水资格证的，见
这行赚钱，不少亲戚朋友拜
师学技术加入这行，都靠传

帮带，很少有正规学习潜水
技术的。“干这行的都是经
济条件不太好的，不舍得花
这个学费，也不愿意费时
间。”张公成说，这行危险性
高，出事就跟这个有很大关
系。

青岛人潜水俱乐部教
练唐赛说，“猛子”的技术都
是靠师傅带，而有的师傅自
己技术就不过关，更缺乏安
全防护。这行风险高其实不
是潜水的危险高，而是这个
行业操作过程中缺少相应
的规范和安全保护措施。

“每年都能听说有同行
出事。”张公成的朋友圈都是
同行，人数在500人左右，其
中七成来自东北，有潜水资
格证的也就10人左右。

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一
个渔村的党支部书记庄先生
告诉记者，他们周边村落的

“猛子”有一两百人，前些年
更多，有很大一部分因为安
全措施不到位，得了潜水员
职业病，不能再干这行了，现
在更多的是养渔船的渔民与

外地的“猛子”合作。
庄先生告诉记者，猛子

这行就是高风险高收益，他
们村60多条渔船，这么多年
几乎每年都能碰到干活时

“猛子”出事的，他出面做善
后就有好多次。“2000年的时
候，出事也就赔一万多，近些
年赔偿金额多了，基本都在
10万元左右。”

猛子的装备可以说非
常差，潜水镜、潜水服、脚
蹼、潜水手电等基本设备要

自备，而且买的都是最便宜
的，能用就行。跟渔船合作，
通过渔船提供氧气泵和氧
气管。一旦发生意外，猛子
的自救方式几乎只有一种，
就是解铅，但因为水压变化
太快，这样对身体的损害特
别大，水浅的话还能留一条
命。“有的胳膊或者腿就残
疾了，有的大脑出问题。”张
公成说在圈子里听说过这
种情况，如果水很深，解铅
也救不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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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多米的海底捞海鲜，装备非常重要，但许多“猛子”的装备并不齐全。（资料片）

本报记者 赵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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