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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渔民不愿培养接班人
“末代渔民”大都四五十岁，他们更想让孩子过有保障的生活

统筹 苗华茂 本报记者 孟敏 李娜

海越来越“瘦”，不如做买卖

2日上午，西口渔港的渔民
正在收拾船上的家什回家。有几
位渔民光着黝黑的脊梁，妇女则
裹着头巾在整理渔网，聊着当天
的收成。

29岁的鱼贩夏元亮和两个
修发动机的大叔在聊天，当天上
午他收了70斤鱼，下午就去烟台
市区的市场卖掉。

绕着渔港转一圈，很快就会
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忙活的都
是35岁以上的渔民。唯独不见年
轻的渔民，年轻人都干什么去了
呢？

“他们都去工厂上班了，这
里平时见不着同龄人。”夏元亮
说。他现在的工作也跟渔业有关
系，但是已经不用出海捕鱼了，
而是把父辈们打上来的鱼，卖到
外面去。

夏元亮从小生活在海边，20

岁时开始跟随父亲捕鱼，一干就
是5年。“在海上太遭罪了，这辈
子也不想干那个活了！”海上的
生活很苦，25岁那年他从自家的
小渔船上下来，外出打工。因为

没有多少技术，在外面基本上做
的也是体力活。最后他又回到了
西口村，做起了贩卖海鲜的生
意。

母亲和父亲外出捕鱼的时
候曾碰上过大风浪，也不赞成儿
子沿着他们的老路子生活。“风
浪一大，渔船在海上飘荡得厉
害，特别吓人。”夏元亮的父亲夏
广胜说，站在渔船上跟着浪头上
去下来，特别无助，心里那种恐
惧是没法描述的。“孩子能不去
受那个罪就不去受，我们以前是
为了混口饭吃，现在没那个必
要。再说，海也越来越穷，还不如
做买卖。”

凌晨出海的李姓船主，打了
30多斤鱼，记者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坐在一个坡上抽烟歇息。他
说话有一搭没一搭，总是盯着自
己的鞋。说起儿子的工作，他才
有了兴致。“我儿在东岳上班，不
捕鱼，效益好的时候在厂里拿双
薪。”对儿子的工作，他很满意，
他觉得出海捕鱼不该是下一代
干的活。

格东口村

出海捕鱼的

多是外地口音

如果你到东口村游玩，买
海鲜，你能听到各地的口音，
菏泽的、临沂的、东北的、安徽
的，他们用家乡话交流，几乎
听不到烟台本地口音。

2日中午12点，紧靠着东
口码头的强子饭店忙着给顾
客做海鲜，姜田田就在前台收
款。“我们本村的人哪有出海
的呀，在海边上忙活的都是外
地人。出海遭罪，鱼也不是很
多，现在村子里的人都开始养
海参了。”

中午的大太阳晒得胳膊
生疼，24岁的黄代雨修理完渔
船，和弟弟准备回家吃饭。黄
代雨在芝罘岛东口村待了 7

年，说话带着浓浓的菏泽味。
黄代雨和妻子租了两间

民房，打算继续捕鱼的生活。
他的父母亲还有一个弟弟都
在东口村生活，父亲和自己各
有一条渔船。

黄代雨搓着沾满油污的
双手，对海上的苦没有多说，
只是说一年能比在老家多赚3

万多块钱，累点也值。对于一
年五六万元的收入他挺满足。

在强子饭店做服务员的
姑娘，来自安徽，她是和丈夫
一起来烟台的。在东口村，她
的老乡“渔民”有20多户，每户
都在从事捕鱼工作。

格西口村

全村渔民难觅“80后”
年过六旬的西口村夏广学打了

一辈子鱼，大海依旧波涛起伏，过去
的纯渔民村落却渐渐离他远去了。

“村里‘80后’的孩子，很少有出海捕
鱼的了。”夏广学说，村里400来户人
家，只有200多户以捕鱼为生。“头些
年，鱼好打，现在大不如前了。”

人失望的时候，往往期盼用“要
是”二字，试图挽回一些无法挽回的
东西。此刻的夏广学就有点失望：“要
是在以前，出海打上来的可不只这
些。”要是没有过度捕捞，要是没有污
染，要是没有大型渔船来这里抢鱼，
那也不会有这些海边渔民的感喟：不
得不承认，现在海“瘦”了，海鲜明显
少了。

“不捕鱼，干什么？”夏鹏远跟着
父亲在海上漂泊，成年后子承父业，
出海捕鱼为生。好在如今捕鱼的工具

不像以前那么原始、简陋，完全受大
海的摆布，遇到风浪打来，就要担心
全船覆没，以至于父子不同船，甚至
兄弟不同船。父子不同船的风俗淡化
了，夏鹏远时常能帮帮父亲。

不过，夏鹏远差不多是村里最年
轻的渔民了。他今年34岁，有两个儿
子，大儿子8岁，小儿子1岁。他的大儿
子长大后不想捕鱼为生，他也支持：

“要让他们好好学习，不要再风里来
浪里去了。”

像祖辈一样，夏鹏远也生活在芝
罘岛西口村。记者从西口村村委会了
解到，这里如今生活着1100人，出海
打渔的人以四五十岁的人为主，60岁
以上的渔民就要考虑退休了。其中，
夫妻同船的占了三四成，要不就是雇
一个人一起出海捕鱼，年轻人大多转
行了。

1日是烟台刺网开渔首日，多数渔民收获不大，遇到了海“瘦”难捕鱼的尴尬。当日凌晨，本报记
者全程跟踪渔民出海(本报2日C02、C03版曾报道)。2日，记者再次来到芝罘岛东口村、西口村采访。
东口村里有200多艘渔船，仅一成船在捕鱼。而相隔6公里的西口村，几乎找不到“80后”的渔民了。人
们不禁要问：最后一批渔民的“陆”在何方？

芝罘岛东口村出
海的渔船少了，海上养
殖的多了。

本报记者 郭建
政 摄

“我们这个1500人的渔村，
有200多条渔船，只有20多条出海
捕鱼了。”芝罘岛东口村居委会
主任张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出海
捕鱼的渔民只有1/10，不少渔民
都转行做海参养殖了。“你看村
里海区养海参的小房子，前两年
大约只有50个，经过两年发展，
现在已经有将近300个了。”张主
任说，一到了开海的日子，全村
渔民集体出海捕鱼将在人们的
记忆中渐渐远逝，但渔民的世界
会更广阔。

不仅从事海上养殖的渔民
多了，在码头租赁、修船造船行
业工作的渔民也不少。为此，村
里还办了实体公司，把村里的净
资产，按人口比例、岁数大小，平
均分给渔民。有了这部分受益，
渔民的生活保障又增加了一些。

“村里的渔民与海浪做伴
多年，不想让孩子再从事捕鱼
行业了。”张主任说，如今年轻
人不熟悉海性，加上孩子少，家
庭条件也好了，家长也舍不得
孩子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出
海捕鱼的“8 0后”都找不到了。

不少年轻人选择出国留学、考
学到外地，或者读了职专去企
业工作，这部分人占到了村里
人数的1/3。

渔民的后代姜田田告诉记
者，她的家里就不再捕鱼了，而
是一边做海参养殖，一边经营海
边饭店。像她家这样的渔民越来
越多。“九成渔民过上了近陆、登
陆后的生活。”张主任说，过去村
民住的房子都是小草房、茅草
屋，现在一般都住上了瓦房，而
且村里还盖了居民楼，有的渔民
都搬到楼房里住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渔民上陆，
今后这个渔村该如何发展？渔民
的生活又要怎样继续？“这些问
题，的确值得好好思考，海参养
殖的好光景不会一直持续，随着
海滨城市的发展，这里也将有新
的规划，渔民转型是不可避免
的。”张主任说，村里已经刚给渔
民买了养老保险，为老一代渔民
退休后的生活提供支持，但这最
后一批渔民的生活仅靠养老金
是不够的，更多的还是要靠他们
自己来打算。

渔民不捕鱼，转行做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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