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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级大风吹走长岛1 .1亿元
8个乡镇全受灾，扇贝、海参、海带苗被吹进大海，626艘渔船受损

□记者 苑菲菲 孙健 报道
qlwbyff@vip. 163 .com

本报11月16日讯 11日凌晨
0点56分开始刮的大风让长岛养
殖户备受损失。据民政部救灾司
消息，长岛县8个乡镇在此次风
暴潮的袭击下全部受灾，其中13

万笼虾夷扇贝、44万笼孔扇贝、
2000帘海带苗及其他海水养殖品
被大风和海浪毁坏，直接经济损
失达1 . 1亿元。目前，长岛方面正
在部署救灾工作，通过一系列的
帮扶措施帮助渔民恢复生产。

刘晓明是长岛县南长山镇
山前村的渔民，36岁的他已经在
海边养了十几年海参。10日晚，
他跟往常一样睡在海边养殖基
地的小屋子里。11日凌晨时分，
海边的浪就开始越过海边的挡
浪坝一遍遍拍打着小屋的窗户。
刘晓明没有在意，海边睡习惯
了，对11月份的大风大浪已经习
以为常。

11日早上4点多，天刚蒙蒙
亮，刘晓明就起床打算开始一天
的作业。“刚开门一个浪就打过
来了，我一看外面一片狼藉，海
里面养海参的那个大圈都被水
淹没了，旁边其他养殖户的海参
车间都被打没顶了。”想起当时
的情景，刘晓明仍心有余悸。

风平浪静后，刘晓明回到养
殖基地，这才发现，养了2万多斤
海参的大圈前面1/3都被浪卷着
沙埋起来了。“那1/3的海参肯定
是活不成了，至于其他位置的海
参是被浪卷进海里去了还是留
在原地，现在也没法查看，只能
等水清一点才知道损失了多
少。”16日下午，躺在小屋里的刘
晓明透过窗户望了眼自个养海
参的地方，就抽着烟发起呆。

在此次大风暴潮的袭击下，
除了东海岸的几个养殖基地因
为风向原因侥幸躲过一劫外，养
殖场设在西海岸的，像刘晓明一
样，几乎无一例外受了灾：停在
船坞的船被浪打上了岸，海参车
间被海浪混杂着海峰拍倒，养在
架子里的扇贝苗也大多不知去
向……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此次长
岛县遭受风暴潮袭击，北部岛屿
最大风力达13级，南部达12级，
并伴有中到大雨。包括57万笼扇
贝、19处海参圈养处和626艘渔
船受损在内，直接经济损失达
1 . 1亿元。

车间裂了一条

10米长的大口子
这样的大风几十年难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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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苑菲菲 孙健

16日上午，在长岛县北长山
乡北城村的海边，60岁的丁羡让
正拿着桶，从被雇主丢弃在岸边
的扇贝架子中捡拾扇贝。见到有
人在旁边光看不动，丁羡让便招
招手，“捡吧捡吧，都不要了，不过
还能吃。”

海边杂七杂八地扔了几十个
用粗绳子串在一起的扇贝笼，都
是被风浪给打烂的，这些扇贝是
今年六七月份才刚分苗，长大约
一年多就可以上市了，这才几个
月时间，就已经被迫拉上岸了。不
过能找到还是好的，更多扇贝都
随着海浪卷入了大海中。

在海里养了40亩扇贝的谢新
建13日就乘坐他人的船只出海去
查看自家扇贝的情况，浮球不见
了，养殖笼和养殖架也没了，谢新
建的心情也跟着自家的扇贝一起

跌入了海底。
气象部门的大风预警渔民们

不是没看到，只是没想到会刮成
这样子。“几十年没遇到这样的大
风了！”提起11日的情况，渔民们
总是这样叹息。

在看到预报后，谢新建像其
他渔民一样把自家的船停进了船
坞，把海参车间的棚子又盖了几
层，用绳子牢牢捆好、定牢。即使
这样，风浪还是把船给拍坏了，使
海参车间裂了条10米长的大口子。
大风过后，谢新建雇了泥瓦工来
修补车间，又在车间前堆了沙袋、
混凝土和水泥，抵挡海浪的冲力。

对于离岸远的扇贝基地，养
殖户们没有丝毫办法。“抛下去就
只能听天由命了，往年不是没有
损失过，可损失都比较小，哪像今
年这样？”谢新建说，农田里种庄
稼，旱了能浇，涝了能排，可大海
里养殖，大多只能看天吃饭。

渔民没想过投保

保险公司也不愿保
渔业保险何时不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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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苑菲菲 孙健

采访中，渔民们告诉记者，11

月是长岛大风日子较多的月份，
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养殖的海产
品都会或多或少受到损失。但对
于渔业保险，渔民们还是很陌生。

“从没想过入保险，以前也没遇到
这么大的损失。”山前村的养殖户
谢在川说。

谢在川的海参厂在此次风暴
潮中被掀了一半，2000多斤海参苗
所剩无几。海参的损失、后期的厂
房维修重建费，加起来至少有30万
元。即使如此，谢在川却从来没想
过要入保险，或者后悔没入保险。
在他看来，汽车可以入保险，人身
可以入保险，但是养海参难道也用
得着跟保险公司打交道？

养殖户谢新建告诉记者，虽

然有渔业保险这一说，可是要入
个保不是那么简单的：木质船和
马力小的渔船，保险公司不愿保；
海参、扇贝这些没法估价，风险又
大，很多保险公司不保，想投保也
没地方投。

据中国财经报2011年11月报
道，2007年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政策以来，截至2011年底，中央
财政已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资金262 . 1亿元，但高风险的渔
业一直没有纳入其中。

目前渔业方面比较成功的保
险方式是互助保险，从1994年起
开展，属于非营利性的渔业户主
保险业务，每位渔民每年拿出几
百块钱，一旦哪艘渔船出事就用
这笔钱赔付。但对于大范围受灾
的情况，互助保险的效果就难以
体现了。

大风22日还要来长岛

16日，记者搭乘下午两点钟
的长通一号离开了长岛县。这
是当天离开长岛的最后一班
船。

“海上的风力不是很大，可
以通船，但是因为下午海面有
雾，航线的能见度较低，为安全
起见，其余的航班都取消了。”
长岛县气象局的气象预报员告
诉记者，大风和能见度是影响
航运的两个主要因素。

据了解，16日夜间到17日白

天，长岛县风力逐渐由6-7级减
弱为5-6级，风力对航班影响不
大，但是17日早上海面可能有轻
雾，等到雾气消散后航班就会
恢复；18日，长岛县风力将再度
增强到6-7级。

据中期气象预报预测，本
月22日左右，长岛县将再次经历
一次天气过程，大风、降温、雨
雪将成为这次天气过程的重头
戏。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孙健

▲从远处看，很多渔民的养殖棚离海很近。

▲一些靠海较近的屋子被浪打出了裂缝。

▲渔民的养殖棚棚顶被刮走，养殖区里的海参也被冲走了。

▲大浪过后，一些渔民在岸边捡扇贝。 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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