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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海海第第一一网网，，多多是是八八毛毛一一斤斤小小鱼鱼
渔业资源今年又不如往年，渔民收获越来越少

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
张建东总队长介绍，在伏休执法
中，各级渔政执法机构实施海陆
联动，强化联合执法和执法协作，
严格执行伏休管理七项制度，统
一处罚标准，对违规渔船扣减相
应的燃油补助，对涉渔“三无”船
舶进行了集中拆解，为历年来管
理措施最严的一年，保证了全省
伏休管理形势的整体稳定。

根据伏休规定，9月1日开海
以前，3000多艘流刺网渔船可以
出海捕捞海蜇和增殖对虾。山东
省海洋与渔业厅公布2015年海蜇
捕捞期限：山东省渤海莱州湾海
蜇开捕日期为 2015年 7月 13日 0

时，黄海海域海蜇开捕日期为
2015年7月18日0时，海蜇准捕期
限不超过30天。

今年，山东省继续加大海洋
生物资源养护力度，全省共投入
海洋增殖放流资金1 . 6亿元，目前
已放流64 . 5亿单位，基本完成年
度计划。山东省近海的47个主要
捕捞品种，虽然产量受到一定影
响，但是整体渔业资源得到有效
恢复，其中爬虾、乌贼、鮟鱇等经
济鱼类明显要好于往年。但因捕
捞强度过高、渤海近岸污染严重，
再加上持续干旱少雨、众多河口
断流，今年的渔业资源预计差于
往年。

本报记者 朱洪蕾 任磊磊
通讯员 王永卫

休渔管理变严

增殖放流加大

本报济南9月1日讯（记者
李虎 通讯员 马桂山） 1日，
黄渤海区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
山东大批渔船将集中出海，海上
进入险情多发期。山东海事提醒
渔民兄弟海上行船遵守航行规
则，谨慎作业。如遇险情，请拨海
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

每年休渔期结束后，沿海航
行、作业渔船大幅增多。渔船横穿
航路、在航道中逆行、严重违反海
上避碰规则的现象比较普遍，导
致海上商船、渔船交叉会遇频繁，
形成紧迫局面。有的渔船甚至在
航道内拖网作业，更有渔船冒险
抢大船船头，造成船毁人亡的悲
剧。

据山东海事局统计，山东沿
海每年9、10两月平均发生海上险
情约35起，海上险情数量高出全
年平均险情数量20%以上，65%的
险情涉及渔船，对海上生命财产
安全带来严重影响。

据了解，为保障海上船舶航
行安全，防止商渔船发生碰撞事
故，山东海事在休渔期结束后，将
继续加强海上巡航执法联动，共
同打击海上商渔船违法违章行
为，预防和遏制开渔后商渔船海
上碰撞险情事故易发多发态势。

每年九月十月

海上险情增两成

等了几个月，终于
盼到开海，出海一趟，
却让船老大老王心中
不甘，去年还是螃蟹丰
收，到了今年，就只剩
下红头鱼这种八毛钱
一斤的小杂鱼支撑场
面了。细算下来，因为
有燃油补贴的存在，倒
还不至于亏本，但日益
枯竭的海洋生态资源
让渔民原本微利的打
鱼作业变得更加无利
可图。

9月1日下午3点钟不到，船
老大老王就已经提前回到了青
岛南姜码头岸边，媳妇赶忙前
来为其卸船，岸边的拖拉机里
码着几扎啤酒，开海第一天，本
应该是喝酒庆贺的日子，老王
却因为捕捞量的减少而忧愁不
已。

从码头远远望去，大船队
将要驰来，老王赶紧把满满两
大筐红头鱼、一小篓蛎虾码放
在摊位前，和早已从市区赶来
的商贩们做起了交易。

“蛎虾多少钱？13块卖不
卖？”虽然来者是老主顾了，但
老王仍然坚持了自己15块一斤

的价格，在他看来，首日出海，
螃蟹基本没见，虾虎、对虾少得
可怜，挣钱的就只剩下蛎虾了。

其实真正让老王感到尴尬
的是那一堆红头鱼，眼瞅着船
队归来，市场上的红头鱼数量
越来越多，每斤的价格已经从2
块钱降到了1块钱，为了尽快处
理干净，老王以八毛钱一斤的
价格处理完剩余的红头鱼。“开
海第一网，没想到都是红头鱼
这些不值钱的货，去年螃蟹丰
收，今年愣是一点都没见到。”
老王说，相比于往年，今年的蛎
虾价格每斤下降了5元左右，螃
蟹价格翻了一倍多，去年20元

一斤的螃蟹今年50元都难以买
到。

而在西海岸新区的鱼鸣嘴
码头，情况也基本相仿。老薛驾
驶的一条12马力的小渔船是码
头上回来的第一条船。渔船一
靠岸，一名早已经等在码头的
鱼贩子就靠了上来,老薛将打捞
到的海货从船舱中分类拿上来,
过完秤后直接交给了鱼贩子。
记者看到，老薛打捞上来的多
是蛎虾，此外还有少量的虾虎、
八带和螃蟹，几条老板鱼。算完
账，一共900多元，这就是老薛
开海第一捕的所有收获。“比去
年少多了。”老薛说。

开海归来：多是小鱼小虾，出海一趟共卖了900元

“今天一直下雨，所以打上
来的东西不多，除去柴油和船
只维修费用，算下来自己出海
还不如给船老大打工赚得多。”
老薛说。

在青岛积米崖中心渔港
内，很多小马力渔船也已经停
靠在岸边卸货。与鱼鸣嘴码头
的小马力渔船不同，在积米崖
中心渔港内，即使是小马力渔
船也在50马力以上，体型要大
得多。记者在现场看到，打捞上
来的海货也是以蛎虾为主，但
螃蟹、虾虎、八带、红头鱼、老板
鱼的数量明显增多，有的船上
还打捞上一些带鱼。

而在南姜码头岸边，老王
在处理完最后一点红头鱼之
后，对记者抱怨说，现在油价降
低了，但是人工成本却升高了，
如果不是因为有燃油补贴，出
海打鱼肯定要赔钱。“赚得比以
前少多了，在去年，我能收获最
少几十斤螃蟹，几十斤蛎虾，还
有虾虎、鳗鱼、八带等海产品，
但是今年，螃蟹是没有了，蛎虾
价格降了，虾虎一斤才10块出
头。”老王说。

在另外一家船主的摊位
前，记者发现确实有少量的螃
蟹出售，每只螃蟹的个头在8两
以上，但是价格为 60元每斤。

“运气好，才捕上来几只螃蟹。”
摊主告诉记者。

“鱼虾和螃蟹的产量不及
去年，捕鱼船也少了很多。”郭
老三水产有限公司经理刘先
生说，目前从小渔船上收购螃
蟹统货的价格是 50— 60元一
斤，统货包括碎的、死的等各
种质量的螃蟹，收货后还要根
据螃蟹的个头和质量按照不
同的价格销售。由于目前产
量并不高，预计近期本地螃
蟹的售价较往年略涨，估计质
量较好的本地螃蟹会上百元
一斤，预计10月份螃蟹产量会
上来。

渔民叹息：当船老大的还不如打工的赚得多

一般来说，每到开海的第
一天，青岛西海岸新区很多憋了
三个月准备尝鲜的市民都会来
到青岛积米崖中心渔港码头，购
买刚刚上岸的海鲜。然而，今年的
开海首日，大雨却搅了市民的“雅
兴”，虽然有部分“执着”的市民撑
伞前来购买海鲜，但整个码头还
是显得比较冷清。

由于当天赶回的多为小马
力渔船，有的渔民将捕捞到的
海货搬上岸后，直接在码头上
摆摊销售。“大个蛎虾 20元一
斤，小个蛎虾15元两斤，笔管鱼
15元一斤，野生大螃蟹70元一
斤，个头小点的50元一斤……”

在码头上，面对顾客的询问，渔
民老李一一道来。

在烟台牟平区养马岛码
头，下午五点多钟，一批出海打
鱼的小马力渔船回港。“这一趟
大概能拉两万多斤，其中醍鱼
能有一万多斤，小鲐鱼七八千
斤，鲅鱼也就一两千斤。”刚出
海回来的陶国波告诉记者，醍
鱼才卖几毛钱一斤，扣除油钱、
人工，这一趟也赚不了几个钱。

“现在的价格还不稳定，还得等
大船回来。”老渔民告诉记者，
一般大马力渔船会在2日、3日
左右回港，到时大批的渔获上
岸，价格才能稳定。但从目前情

况看，今年海里资源不多，还都
是些小鱼，总体情况不乐观。

根据捕获和前期调查情况
看，今年带鱼、银鲳鱼等经济鱼
类仍呈下滑趋势，产量较低。放
流的海蜇资源、对虾资源普遍
较差，梭子蟹也不如往年。

山东省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管理中心副科长刘淑德介绍，
由于今年6月份左右全省降水
较少，我们的增殖资源都是本
地品种，洄游半径较小，比较喜
欢淡水环境和温度较低环境，
所以海蜇、对虾等增殖资源受
影响比较大，增殖资源产量都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前景预期：增殖资源产量下降，对虾螃蟹都不如往年

9月1日中午12时，为期三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全省近3万艘渔船将可以扬帆出海了。当
天傍晚，一些出近海的小渔船回港，没有期盼中的满载而归，打上来的多是一些小鱼小虾，有的渔民甚
至连油钱都不够。据渔业部门预计，今年渔业资源要差于往年。面对日益枯竭的海洋生态资源，仅靠三
个月的伏季休渔，已经远远不够，也让渔民期盼的开海变得越来越尴尬。

资源保护

提个醒

▲1日，烟台养马岛渔
港内，渔民和船员把捕捞
到的鱼送到岸上。当日为
开海首日，不少渔船收获
的多是小鱼虾。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在青岛一码头，捕上
来的很多都是红头鱼，因
为量大，价格降到了八毛
钱一斤。

本报记者 杨广帅 摄

本报记者 潘旭业 吕璐
姜宁 李静 朱洪蕾
任磊磊

尴尬的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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