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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烟 台

渔渔家家乐乐发发展展
由由““星星星星之之火火””变变““燎燎原原””之之势势
渔民转型做起渔家乐老板，从第一产业直接跨入第三产业

本报记者 张琪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长岛人世代与渔业生产分不
开，可是黑山乡的渔民吴远明已决
定不再走祖辈的老路。

今年5月份，吴远明告别了陪伴
他几十年的渔民身份。自5月起的三
个多月里，他有了一份新职业———
渔家乐老板。吴远明是黑山众多渔
民里的代表，在长岛旅游热潮的引
领下，这里的人们正在试图改变生
活方式，迎接新的挑战。

“欢迎你们啊，大家都快往里边
走”，8月21日，大黑山岛迎来了又一
批游客上岛，吴远明迎接他们来到
了自己家的渔家乐住宿。干净整洁
的房间，明亮宽敞的院落，这是游客
们对渔家乐的第一感觉。为了让游
客有个更好的居住环境，吴远明特
地将屋子罩在了一张大网之下，他
说，“这样家里就没有蚊子了，游客
来了就不会被咬。”

今年“五一”，吴远明投入20多
万元对自家的房屋进行了修葺，整
修结束后古朴的小院成为了渔家
乐，这个初具规模的渔家乐如今有
20名游客的接待能力。

吴远明以前是个地道的渔民，
在岛上的老本行是海参养殖。“一是
传统的渔业生产不太景气了，二是
在政府的鼓励之下，我想尝试一下，
也就有了现在的渔家乐。”说起转型
的初衷，吴远明这样说道。

大黑山岛上的渔家乐在2014年
之前还是“星星之火”，经过近2年的
发展，如今岛上的渔家乐已经有了

“燎原”之势。吴远明的妻子介绍，
2014年，相邻的土岛村建起了旅游
风情园，这等于是让大黑山岛上有
了留客的资本，“陆续就有游客上岛
了，这样土岛村的渔家乐也就带动
起来了，土岛一个村现在已经有19

家渔家乐了。”
游客来了，吃住都在渔家，体验

到了岛内的风土人情和饮食习惯，
看美景享美食，游客自然愿意掏钱
埋单。吴远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我们这里的收费大概是每人每天
180元，包吃住，从‘五一’到现在，我
们家渔家乐的毛收入到了5万元，照
这样算的话，一年下来我投入的费
用基本就能回本了。”

大黑山岛上的渔民开始了转型
之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衬。吴
远明说，“政府在创造条件支持我
们，比方说用水和用电，对渔家乐都
有优惠，自来水每人每年免费供给
12方，这已经相当不易了。”

黑山乡乡长林雪梅说：“2013年
黑山乡开始公司化运营渔家乐，由
最早的个体旅馆升级到渔家乐，如
今大黑山渔家乐已经发展到了31

户。我们今后要走渔家乐品牌的路
子，发展速度宁可慢点也要做到规
范有序，今后要把渔家乐床位发展
到1000-2000张左右，并且增加更多
的旅游项目留住客源。”

鲁东大学环渤海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刘良忠曾带队深入长岛调研。
刘良忠对于渔民的转型这样总结：

“昔日耕海牧渔网尽八方海珍，今朝
开门纳客笑迎四海来宾。从第一产
业到第三产业，渔民生活方式的转
变，也折射出海岛文化的变革。”

记者探访：

大黑山渔家乐有了专用logo

在吴远明的家里，招待客人的盘
子上印有统一的“大黑山渔家乐”
logo，在南庄村里的宣传墙上，也有统
一的标识。据了解，这正是大黑山岛
为了吸引外地游客，规范渔家乐的经
营，而专门请人设计打造的，岛上从
事渔家乐的人家都在使用该标识。

黑山乡乡长林雪梅说：“这个logo

看上去像是一幅水墨画，上面一条大
鱼跃水而出，一位老农弯身种田，黑
山乡传统就是渔农结合，得到了很好
的体现。另外，标识上还有一个印章，
这寓意为渔家乐要诚信经营，也表示
将来渔家乐要走向国际化。”

黑山乡位于长岛县最西端，岛陆面积
7 . 64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20 . 02公里，全乡
辖6个行政村，总人口1419人。东距长岛6公
里，南距蓬莱17公里，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大黑山拥有独特的海蚀地貌、奇礁异
石、海洋文化、渔家民俗。有中国“大陆屿”
发育最典型的石英岩群——— 龙爪山、中国
最大海蚀洞——— 聚仙洞，由于蕴藏着特殊
的地质地貌，被评为国家级地质公园。

早在一万多年前，这里就有古人类居
住，北庄遗址是我国东部沿海目前发现的
唯一大型原始村落遗址，与西安的半坡遗
址齐名，被考古学家称为中国的“东半坡”。

1、龙爪山景区

龙爪山景区是国家级地质公园，位于
黑山的北端，占地面积1 . 5平方公里，这里是
典型的石英岩海蚀地貌，由六座高峻险峭
的绝壁、五条沟壑纵横的崖谷组成，其悬崖
断壁群延绵一千余米于海上，构成山势险
雄，巨石玄妙，礁洞幽幻的奇异景观。

在北端的海蚀崖上有一条长约1 . 5公
里，高约3米，宽1米不等的宛如一条蜿蜒曲
折的古栈道的海蚀栈道，凹嵌在悬崖陡壁
之上，整个栈道集雄奇美、裸露美、神秘美
于一身，信步栈道之上，如游走在天街，居
高临下，观海听涛，会感触到大自然的原始
气息。

2、老黑山

老黑山国有林场是全乡山峰最高点，
是我国鸟类南北迁徙的主要栖息地，每年
经此地的鸟类多达200多种，数十万只。岛上
设有国家鸟类环志保护站，每年猛禽环志
放飞占全国总量的70%以上，被誉为“中国
猛禽环志放飞第一岛”。岛上繁衍生息着大
量黑眉蝮蛇，是我国的第二大蛇岛。有深达
10多米的黄土层，被地质专家称为中国最东
部的“黄土高坡”。

3、北庄史前遗址

“北庄史前遗址”位于大黑山岛北庄
村，是一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距今约6500

年，被北京大学著名历
史 学 家 严 文 明 誉 为

“东方历史奇观”，因
其与西安半坡遗址
属同一时期，又称
为“东半坡”。这里
出土的鸟形图腾，
给我们带来了浓厚
的原始文化气息；
出土的西汉枭鳟，在
全国都属于罕有的
精品，它的复制品陈
列在烽山公园供游
人观赏。

大黑山简介：

夜幕降临，大黑山岛上燃起熊熊篝火。 本报记者 张琪 摄

在南
庄赶海园，
一位游客
赶海抓到
了一只赤
甲红。 本
报记者
张琪 摄

大黑山岛南庄村有一处赶海绝
佳地，游客可以根据潮汐而选择赶海
的最佳时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南
庄赶海园”。这里海洋资源十分丰富，
不仅盛产几十种鱼、虾类，还有褐藻、
绿藻、红藻等100多种藻类和扇贝、牡
蛎、红螺等20多种贝类，可品尝到真
正无污染、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的
海产品。

换好鞋子，戴上手套，拎着水桶，
大批游客聚拢在赶海园上寻找海鲜，
只需翻开一块石头，或许就能发现

“宝藏”。来自威海的一位游客向记者
展示了她的收获，一只正在吐着白沫

的“赤甲红”，这是当天她的最大收
获。

游客还可以体验海上拔蟹笼的
乐趣，早已下好的蟹笼里面藏着很多
美味，有螃蟹、黑鱼、黄鱼、八蛸等，游
客可以将这些赶海的收获带回渔家
乐，亲手下厨，大快朵颐。

晚饭过后，岛上并不寂寞，早已
为游客准备好的篝火晚会将海岛的
夜空点亮。人们在熊熊的篝火下唱歌
跳舞。当天晚上来自北京、威海、烟台
等地的旅客竟然飙起了歌，你来我
往，好不热闹。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琪琪

赶海收获大螃蟹，篝火晚会游客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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