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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77年年，，文文昌昌市市委委书书记记谢谢明明中中曾曾在在

公公开开场场合合提提及及三三沙沙建建市市。。此此消消息息一一经经披披
露露，，立立刻刻被被东东南南亚亚相相关关国国家家大大肆肆炒炒作作，，三三
沙沙市市筹筹建建不不但但搁搁浅浅，，谢谢明明中中后后来来也也被被革革
职职。。当当地地知知情情人人士士告告诉诉记记者者，，虽虽然然谢谢下下台台
与与腐腐败败有有关关，，但但他他在在公公开开宣宣布布三三沙沙建建市市
的的消消息息不不久久后后便便被被立立案案查查办办，，这这并并不不是是
一一个个巧巧合合。。

“三沙市的成立，文章绝不会做在基
层，它的权限和政策把握，现在主要是看
决策层面的意思了。”海南省一位资深媒
体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

如今，三沙建市的消息已发布半个
月，“海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延伸到三
沙”、“三沙市西沙群岛居民可免费观看48
套卫星电视节目”、“三沙旅游年内开放”
等消息，让当地人觉得三沙市一下成了国
家政策重点照顾的“香饽饽”。

在郭始俊眼里，不管挪户口的事现在
有没有谱，一旦成为“三沙市首批常住居
民”，多少总会沾点国家政策的光。

但三沙市行政机构何时挂牌，至今仍
是一个未知数。

“建市了，至少会放一挂鞭炮吧。”西
沙工委办事处旅游局工作人员小田说，三
沙市政府的牌子已经拿去赶制，鞭炮也买
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放。

一个公开的“秘密”

对于还没有正式挂牌的三沙市，郭始
俊和潭门的许多船老大都抱有期望，“我
们照样会去黄岩岛，如果以后都能有政府
的船护渔，我们就不怕他们！”

郭始俊还不到50岁，但看上去要比实
际年龄大得多。他告诉记者，现在往南海
打鱼风险更大，也更操心，越南和菲律宾
的渔船、军舰越来越肆无忌惮。

“越南和菲律宾的渔船上有枪，机关
枪、冲锋枪、砍刀都有。上来后杀人，东西
全部抢走，很多年了，一直有这种事。中国
渔船上，只有做饭用的菜刀。”郭始俊提起
遇险的经历，还有些心惊肉跳。

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在南
海领土上与我国争议最大的菲律宾和越
南在边境地区的渔民长期武装持枪，在中
业岛上，还有一支300多人的菲律宾渔民
民兵组织。

以前，潭门镇渔民出海只需要熟读祖
辈传下的一本记录航海线路的《更路簿》，
如今，他们却要随身带上一本当地边防派
出所总结的，里面记录一些乡亲出海被
抓、被扣经历的《中远海作业渔民安全生
产须知》。

“遇到他们，我们只有一个字，跑啊。”
海南宝沙渔业董事长贺建斌说，菲律宾和

越南就是在与我们打一场“人民战争”，这
也是越南的“强项”。

郭始俊告诉记者，前几年，南海海域
没有这么多越南渔船，如今却成批增加。
遇到风浪时，越南渔民只带走几块钱一斤
的鱼便弃船逃走，因为回去以后，政府还
会给他们购置新船。

“我们的渔民被抓被扣倾家荡产，
越南的渔民被抓被扣，他们政府会补贴
二三千美金。越南政府还规定，在西沙
海域作业渔船可以免交渔业税，所以，
没几天，他们又出现了。”潭门镇渔民协
会秘书长戴于岛说，我们的渔民“打不
过”越南渔民，因为背后有越南政府支
持他们。

2006年，时任西沙工委书记的谭显坤
就发现，以往南海海域只有一两艘越界的
越南艘船，从2005年开始变成了十余艘联
合行动，最多的一次甚至达到15艘。过去
这些越南渔船捞一把就跑，现在公然在中
国岛礁安营扎寨。

同样在最近几年，潭门港渔民在南海
捕鱼时受到的查扣、驱赶和军事威胁越来
越多，许多渔民因此丧命。仅今年上半年，
潭门港渔民就遭遇涉外案件15起，而这是
往年的平均数字。

真正让渔民担忧的是海上护渔力量
的悬殊。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越南、菲律
宾纷纷加强了对本国渔民的护渔力度，我
国渔民得到保护，还是2000年以后的事。

郭始俊指着位于潭门港出海口不远
处滩涂上的一艘中型白色铁船说，这就是
当初整个南中国海执勤的第一艘渔政执
法船，2000年投入使用。

战心喜参加了这条渔政执法船首
航，他记得，“走到半道，这条渔政船遇到
风浪差点沉了，这样的船怎么去南沙护
渔？”

如今，像郭始俊这样单打独斗的船老
大出海前都要准备一些礼品“拜山头”，一
旦碰上菲、越军方，就给对方意思意思，但
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这片海域属于中国。潭
门镇渔民苏承芬每到一个无人岛，就会用
炭在木板上写上“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
犯”插在岛上。

4月9日，12艘潭门镇渔船到黄岩岛捕
鱼时被扣，但这一次渔民特别高兴，因为
大家以自己的力量捍卫了一次国家领土。
黄岩岛事件后，又有25条渔船从潭门镇出
发，它们在海上拴在了一起，在黄岩岛高
调宣示主权。

蚕食：

幼儿园与和尚庙的角力

6月15日，南沙群岛第二大岛中业岛，
一座菲律宾幼儿园已经低调开园。

在此前不久，越南重修了南沙群岛几
个无人岛上的寺庙，并派6名和尚驻岛当
住持。这些寺庙上次有人居住的时间是
1975年。

为了抢占南海岛礁，造成既成事实，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和菲律

宾便开始逐渐通过移民的方式，向南沙、
西沙“蚕食”。对于这一现象，1963年，台湾

“内政部”官员张维一驾驶国民党军舰前
往南沙群岛时就看到了。

他当时就提醒说：“对于南沙，我们除
了尽速从事经济开发以促进农渔人民移
植定居外，是无法永远保持得住的。‘内政
部’的立碑，‘外交部’的声明，甚至由军方
派兵驻守，都非根本之图。”

戴于岛对本报记者说，过去西沙工委
一直以宣誓南海主权的目的而存在，当地
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几十年来无法得到
满足。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外交态度和相关
部委不相一致的政策，也让出海渔民为
难。

“比如去争议岛屿捕鱼，农业部就
鼓励，但其他部委怕出事，没有在那个
区域安排足够的护渔力量，渔民的安全
就没法得到保障。”戴于岛说。

许多渔民不理解政府的一些做法，
“既然是我们的岛礁，为什么我们不占，
还要保持现状，等到被他们占去了，情
况变得复杂了，就成了争议了。”

戴于岛说，甚至渔民希望自己去占
岛，却苦于没有足够的支持和授权。

比如中业岛，二战结束时以被国民党
军舰“中业号”解放而得名，媒体人刘澜昌
曾撰文呼吁“不能让菲律宾侵占中业岛超
过50年”。刘澜昌指出，菲律宾已控制中业
岛41年，再过9年，菲律宾就能够以“实际
控制50年”为由，从国际法层面获得完全
的主权，进而将南沙海域划归己有。

2008年6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白
礁主权归属打了一场国际官司。结果，这
个由马来西亚最早发现并命名的地方，最
终被国际法庭判给了近100年对该礁实际
占有的新加坡。

三沙市成立后

最紧要的事

2012年4月9日，“椰香公主”号游轮完
成了三亚至西沙北礁的试航。许多人以为
由此将拉开西沙旅游的序幕，但“椰香公
主”这次处女航后，再无下文。

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员、著
名南海油气专家许红教授焦虑的是，南海
最后几个沉积盆地，如果中国再不抓住，
南海油气开发将无立足之地。

这些问题，对于郭始俊这样的船老大
来说，还有些遥远。

看着几条即将驶出潭门港的渔船，郭
始俊说，渔民能做的，就是继续到南中国
海去捕鱼。“这有点像打赌，不管这次是赔
是赚，还是有其它风险，我们现在是代表
国家去那里的。”

2011年，国务院曾组织西沙考察团，
前往三沙岛屿调研建市以后未来走向。

“除了教育部、财政部等三个部委没
有去以外，国务院其他部委全上去了。”许
红教授是以专家代表的身份去的。

“大家上去考察的目标就是，西沙要
开发。”许红说。

就在那条被许红教授称作“诺亚方

舟”的我国最大医院船
上，国务院多部委制定
了有关三沙发展的初
步战略。“主要就是发
展旅游，再就是搞岛
礁上的珍珠养殖，
发展当地经济。”
谭显坤回忆。

“发展三
沙 的 民 间
产 业 ，
我 希
望

政府能够让民间多做一些事，而且能够出
鼓励政策。”

许红教授指出，可以在南海搞一个投
资公司，民间出钱，专门做基础设施建设，
搞渔业公司，国家出金融政策。

“日本不是要集资买钓鱼岛么？我们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出一块钱，用民
间的方式开发三沙？”他对记者说。

海南宝沙渔业董事长贺建斌甚至建
议搞一个主权拼图：“把南海岛屿和海域
使用权证分发给国内外企业和个体渔民。
我们的政府也可以把争议岛屿的使用权
卖给个人，将海面上的使用权一一认证
后，南海就会变成中国的财产。”

6月24日在海口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赵中社编制
了15项海洋规划，其中就包括渔业基础设
施建设。7月3日，中国海监83船、84船、66
船、71船组成的维权执法编队，在南海驱
逐了一艘外国公务船。

“不管是民间推进，还是政府行使行
政管理职能，我希望这些行为越来越多地
出现，这才是三沙市成立后最紧要的事！”
谭显坤最后对记者说。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
蔷曾多次考察过南海诸岛，套用他最近一
篇博文里的话说——— 三沙市仅有军队守
卫是不够的。当我们把民间力量引入三沙
市时，一切都变了。对于科学家来说，到南
海的珊瑚礁上研究海洋，这是事业，是机
会；对于热衷旅游的人来说，去三沙市是
休闲和体验；对渔民而言，在珊瑚礁的湖
中养鱼是收获，是经营……民间社会的出
现，才是三沙市的未来。

三三三沙沙沙市市市的的的民民民间间间力力力量量量

潭门镇船老大郭始俊和他的船。 南海第一艘渔政执法船如今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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