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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销比挣的多，船老大连呼白忙活
记者兵分三路探访渔港码头、海鲜市场和储备市场

隔通讯员 商庆波 方毅 刘彦
春 王建刚
隔记者 曲彦霖 报道

本报6月2日讯 1日，临近中
午12点，养马岛600多艘渔船全部
靠岸。渔船老板对最后一网的“成
果”似乎不是太满意，直呼白忙活，

“连本都挣不回来。”
1日上午9点多，养马岛中心渔

港码头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伴随着
“轰隆隆”的马达声，渔船俩俩地靠
岸。养马岛边防派出所的民警也早
早来到码头候着，帮扶岛上忙活不
过来的渔民。渔民把最后一趟出海
的劳动成果运上岸，老板们却高兴
不起来。这是休渔前的最后一网，
却连本都挣不回来。

“这个时候主要是捕出水烂和
鲅鱼。”老板娘张书玲斜背着小包，
看着秤上的数字，手拿着笔记本记
账。干这行12年，她说今年收成并
不如往年。最后一网捕回出水烂
300箱左右，每箱约40斤；鲅鱼四五
筐，每筐20斤左右；一筐小安康，一
筐大安康；总共一万斤左右。船员
都红波在这艘船上干了五六年，他
大概估算了最后一网的“成果”。

“今儿是最好的了。”老板娘张
书玲说，最后一趟在海上漂了五六
天，两艘290马力的大渔船，每天每
艘要耗油1吨多，现在每吨油7400

元，加上十四五个船员的工资，开
销比挣的多，“从5月12日出海到现
在，拿回来9万块钱，只能指着秋天
了。”

中午11点多，养马岛中心渔港
码头100多艘大马力渔船靠了岸。

“一二三，使劲！”一辆靠在岸边的
货车后斗内，养马岛边防派出所的
民警帮扶渔民一起把船上的网拉
上了车。装鱼、递箱子、拉缆绳……
忙活了一上午，边防民警们用胳膊
摸了把额头上的汗，手掌通红，上
面尽是泥土，散发着鱼腥味。

“多亏这些小伙子，我们肯定
支持政策，也为了秋天更好地捕
捞！”一位渔民在车上乐呵呵地喊
道，其他几位也点头认同。接下来3

个月休渔期，他们还有很多要忙
活，也是为秋天有个好收成做准
备。

6月 1
日12时至9
月 1 日 1 2

时，烟台进入伏季休
渔期。1日中午12点之
前，全市5600多只渔船
全部归港。

当天，本报记者
兵分三路探访渔港码
头、海鲜市场和储备
市场，带你感受休渔
前后的忙碌与争夺。

休渔期渔民

一堆活要忙

1日休渔后，渔民们开始
忙活着修补缆绳。

“在海上漂了这么长时
间，也该回家看看了。”渔民
都兴涛家住牟平姜格庄，在
船上干了 4 0多年，一到捕鱼
季节就无法回家。休渔后他
都要回趟家，但很快就要再

回来，“必须要留人看船。”
家住文登的渔民丛培强

一边摆弄着缆绳一边说，等
农忙的时候回家五六天，忙
活完就回来，“要修船、修补
缆绳、补网、刷号……一堆活
呢！”

休渔这段期间内，边防

民警也准备了不少活。开展
夏季渔民教育大会，禁止出
海作业；为渔船办理船舶出
海手续；联合渔政部门查处
违规出海；对闲在家的技术
人员开展培训，提高创收能
力。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加拿大阳光夏令营”系列报道(一)

本报“2013加拿大阳光夏令营”开始报名啦

隔记者 王伟凯 报道

本报6月2日讯 今年暑假你打
算去哪里游学？尽管现在暑假还未
到，很多学生家长已经开始为孩子们
的暑假安排计划了，不少人来电咨询
今年暑假出国游学都有哪些线路。为
此，今年暑假本报将专门为烟台学子
推出“2013加拿大阳光夏令营”活动，
在7、8月带孩子们专线去加拿大游
学。现在开始接受报名。

据了解，近年来，加拿大留学越
来越受烟台学子青睐，很多学生会
在留学前参加加拿大的游学营，深
入了解留学加拿大的学习和生活环
境。此次夏令营正是由加拿大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教育局主办，
由本报和山东新启点出国咨询有限
公司联办的，主要面向15岁以上的
初高中生。

加拿大游学营在近五六年里，
越来越受到家长和学生好评，整个
夏令营的行程安排丰富充实。本次

“2013加拿大阳光夏令营”为期2周，
第1周时间里，温哥华教育局的老师
们为学生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的英
语强化课程、实施情景教学，课程均
由教学经验丰富的专业老师教授，
学生在学习课程期间也将乘坐校车
外出游览，住宿在当地寄宿家庭，体
验原汁原味的加拿大生活；在第2周

里，将会组织学生尝试参与具有加
拿大特色的艺术活动，并游览当地
的人文和自然景观。

此外，学生在加拿大期间，将在
老师带领下游览温哥华市区及周边
著名景点，不但有温哥华的地标———
加拿大五帆广场、发源地煤气镇、休
闲气氛浓郁的格兰佛岛，还有有趣的
科学馆、北温码头市场、历史悠久的
林恩峡谷吊桥以及北美最大的市内
公园施坦利公园等。夏令营过程中还
特别安排了学生乘坐巨型跨海轮渡，
游览风景如画的维多利亚市和举世
闻名的布查花园，并参观宏伟古朴的
议会大厦。

对于有意向留学加拿大的学生
来说，此次夏令营将是一个亲身了
解和体验当地生活与学习环境的好
机会。

咨询电话：18660095750。

船老大：出海到现在“赔本了”

隔本报记者 曲彦霖

在养马岛中心渔港，两艘
靠岸的渔船刚卸下海货，一堆
人和几辆私家车就围了上去。
30多箱鲅鱼摞在一起，在这条
笔直的岸上很是惹眼。上午10

点，周老先生还站在人群外围
等着结账，他腿边的白色桶里
杵着4条不小的鲅鱼，每条约3

斤，“这大小，怎么也得20块钱
一斤。”

周老先生早上8点就从牟
平城里赶到养马岛中心渔港码
头，就为了能赶在休渔期前买
些新鲜鲅鱼给孩子吃，“鲅鱼包
饺子、炖着都好吃。听说是最后
一网，又赶上周末，孩子都在
家，我就过来了，刚上来的鱼没
吃水，鲜！”周老先生看着桶里
的鲅鱼乐呵呵地说。

买鱼的乐，老板娘却没露笑。
记者纳闷，这家捕上来的鲅鱼个
头比较大，量也不少，不该是高兴

的事儿吗？船长齐恒兴说，出海捕
鱼有时一天回来，有时两三天回，
时间不定，这次看着收成不错，其
实是他们在距离海岸四五十海
里的海面漂了10来天打回来的。
一共打上来七八百斤鲅鱼，最大
的一条约10斤，加上小鱼一共一
万来斤，估摸能卖两万元左右。但
两艘300马力的大渔船加上14个
渔民的成本也很高，从5月9日出
海到现在没挣回10万元，“赔本
了。”

大量囤货 VS 不敢囤货

每年封海前，4斤以上的大鲅鱼
是水产品加工公司囤货的“重点对
象”。今年，水产品加工公司却不敢
多囤货了。

1日上午11点，记者来到幸福一
家水产品加工厂。按往年来看，“五
一”前后，水产加工厂就会忙碌起
来，为即将到来的“休渔期”备足
货，为八月十五、春节备足大鲅鱼，
但今年格外“清闲”。

“去年这时候，休渔后半个月
还忙得团团转，今年就五一忙了几
天，其他时间，工人都闲着打牌。”
该公司负责人叹了口气说，高端海
产品根本卖不动，光说4斤以上的大
鲅鱼，销量就降了2/3。

今年囤的货也比去年少了一
半。往年，公司休渔前，光大鲅鱼就

能储存15吨左右，“这次仅储存了
7 . 5吨。”以前公司还会收购一些远
洋船的海鱼或者进口海鱼，“今年
一点也没收购，更没囤货。

“今年高档海鲜卖不动，收购
价格也高，哪敢存那么多货？”该负
责人说，现在冷库里被塞得满满当
当，周转不动。

其实，该公司不敢囤货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是，销量不佳，对后期
市场没有信心。“‘节俭风’一吹，高
端海鲜市场立马冷了，一些高端海
鱼根本就卖不动。”该负责人说，谁
知道过节时，公司发福利还有没有
大鲅鱼等高档海鲜。他们公司储存
的海鲜主要是供给各个单位、企
业，“送礼、福利占很大一部分。”今
年囤货不敢贸然而行。

“这次囤了多少货？”面对记
者的问题，王明有些回避起来。当
记者答应他，不会写他的真实姓
名时，他才告诉记者：“ 3 0 0 0 多
斤。”

“囤货不容易，卖货更得仔
细，休渔3个月，得保证货源‘细水
长流’。”王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囤的这些货要尽量保证休渔期间
的供应，控量卖给老主户。“你要
是把我的名字报出来，我这买卖
就没法干了。”王明担心“铁杆”以
外的客户来买海肠，因而无法满
足休渔期间老主户的需求，也担
心老主户在得知王明囤货量的情
况下，多要货。“为保证老主户的
海肠供应，也让海肠供应周期尽
量延长至整个休渔期，千万别‘暴
露’我啊！”王明再三叮嘱记者。

“对了，我家海肠暂养地址也
不能说啊！”突然，王明又对记者
说，烟台市收购及销售海肠的就那
么几家，不管提他的姓还是名，还

是地址，都会被业内知道，“一定要
替我保密。”

其实，为囤这3000多斤海肠，
在半个月的囤货期间，王明就开始

“惜售”。“搁平常日子，一天海肠销
量在1200-1300斤之间，囤货前这半
个月，每天就销个300-400斤。”王明
毫不避讳地说，没办法，不惜售难
保休渔期期间货源的正常供应。

“这3000多斤海肠，顶多能撑住两
个月的休渔期，9月份基本就没货
可卖了。”

“海肠只能暂养在海水池子
里，夏天温度高，也只能在里面待
两个月，时间久了海肠就会死。”王
明说着，用网子捞起一坨海肠。“在
暂养过程中，在适应期内，每天不
断有海肠死亡，死亡率在20%-30%

之间。”
“休渔期间囤的货未必能赚

钱，赚大钱更是不可能。就是个长
期买卖，图个信用，不管何时，都让
客户有货可拿。”王明说。

60%与1/6
2012年，烟台水产品总产

量 1 8 5 . 4 万 吨 ，渔 业 总 产 值
602 . 7亿元，水产品出口额14 . 5

亿美元，三项指标均居全国前
三位。今年1-4月，全市水产品
产 量 1 5 . 5 万 吨 ，水 产 品 产 值
21 . 5亿元。记者从烟台市海洋
与渔业局获悉，养殖水产产值
占了水产品产值的六成，超过
了自然捕捞的水产产值。

烟台海水养殖面积有210

万亩，拥有长岛海参等 7个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建成全
国最大的200万平方米海水鱼
工厂化养殖基地；海参增养殖
面 积 3 3 万 亩 ，海 参 产 业 产 值
1 5 0亿元，约占全国的 1 / 6；大
菱鲆、扇贝养殖产量均居全国
首位。

1000公里与10亿
近几年来，烟台利用1000

多公里海岸线，围绕建设中国
最 佳 休 闲 城 市 ，培 植 水 上 乐
园、海上垂钓平台、渔文化等
休闲渔业产品，打造中国北方
海钓基地和独具地方特色的
休闲渔业品牌。“十二五”期
间，烟台将建设省级以上休闲
渔业示范基地20处，休闲渔业
产值达到10亿元。

100艘与15万吨

发展远洋渔业，既是现代
渔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也是确保海洋捕捞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今年，烟
台将新建投产远洋捕捞渔船
1 0艘，完成产量 6万吨，产值 9

亿元。
远洋渔业的发展不仅能

缓解近海渔业资源开发的压
力，且发展后劲十足。烟台将
制定《关于加快远洋渔业发展
的意见》，培育壮大京鲁渔业、
烟渔公司等骨干龙头企业，在
渔船建造、设备升级、渔场开
发、人才培养和基地建设等方
面给予政策扶持，壮大大洋性
渔业，提升过洋性渔业，开发
季节性远洋渔业。力争5年内，
远洋渔船发展到 1 0 0艘，远洋
渔业产量达到15万吨，实现产
值25亿元，带动相关产业产值
70亿元。

通讯员 张宇 亚楠
本报记者 李娜

数字解码

烟台渔业

“明争暗斗”抢海肠

隔本报记者 姜宁 李园园

记者探访发现：一方面，市民担心海鲜价格未来暴涨，趁着休渔前大量
囤积海鲜；另一方面，水产品加工公司因为价格高、销量不佳，不敢贸然囤
货。

市民大量囤货，300斤鲅鱼2小时卖完

休渔之际的海鲜市场颇为火
爆，很多市民想趁着价格还没涨太
多，多囤积点海鲜。记者从各市场
了解到，从前几天开始，海鲜的价
格就处于一个小幅上涨的阶段，在
封海后的未来几天内，海鲜价格将
继续快速上涨。

“今天新拉来300斤鲅鱼，不到2

小时就卖完了。”1日上午，在红利市
场，来自养马岛的鱼贩子老王说，
一周前，300斤鲅鱼能卖一上午。

老王生意的火爆，可以用“抢”
字来形容。25元一斤的鲅鱼，一位市
民相中后，正在努力讲价。“23块钱
行吗？2 3块一斤你这几条我都要
了！”老王还没说话，就有另外一位
女士迎上来，瞧了一眼老王仅剩的

几条鲅鱼说，就按25元一斤来，这些
都要了。这位女士一边安排着老王
称鱼算钱，一面打量着另外的鱼
摊。老王摊位前的这4条鲅鱼就这样
被“抢”走了。

“就这种三四斤一条的鲅鱼，
一周前也就20块一斤吧，前几天就
涨到了22块，今天你也看到了，25块
都抢着要。”老王一边找钱一边对
记者说。

“鲅鱼一斤25元，其实还是很便
宜的，因为鲅鱼不能养殖，所以封
海后几天就没有新鲜的了，未来几
天还会贵很多，现在买些，就算吃
不了冷藏着，也比到时候买冷库的
省钱些。”在红利市场老王摊位前
买鲅鱼的女士说。

1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王明
(化名)的海肠暂养基地，此时他正
送完货，准备收拾收拾回家。说起
休渔前的“抢货大战”，王明笑称：

“明争暗斗。”
王明在这个行业干了十几年，

每年休渔期一到，就会经历一场
“大战”。据王明介绍，平常日子，烟
台海肠除了一部分内销外，很多都
运往南方等地。休渔前半个月，烟
台海肠外销之路就被堵上了。“货
都被像他这样做内销的当地人给
抢了。”王明说，封海3个月不让捕
捞，各家尽量备足货。而仅凭平日

供货的“猛子(下水捞海肠的人)”，
根本无法满足。为了能多备货，休
渔半个月前就开始找熟人、托关
系，找更多的供货人。

“抢货”期间，海肠的价位也是
飞速上涨。王明说，平常日子，鲜活
海肠的收购价在13-15元/斤不等，
而休渔前的这半个月，价格飞速上
涨至23元/斤，“可能还有人收的海
肠是24元/斤。”

不仅价位涨，平日去收购海
肠，还能挑挑拣拣，“一到封海前，

‘猛子’根本不容你挑三拣四，谁挑
拣就不卖给谁。”

水产加工公司变谨慎，大鲅鱼少囤一半

隔本报记者 李园园

封海前，鱼贩之间不断上演着“抢货大战”。对既无法养殖又无法冷冻
储存的海肠的争夺，更是激烈。“封海前半个月就得囤货，托关系、找熟人、
堵渔民的船……可谓‘明争暗斗’。”一位海肠收购及销售大户说。

半个月前就开始抢货源

囤了3000斤不敢往外说

烟台渔业正在发生变化。近
海渔业资源不断衰退，但在短时
间内又无法突破，烟台正在养
殖、远洋等方面谋求发展。从以
下的数字当中也能看出烟台的
努力。

▲2日早晨，休渔第二天，想要讲价已经不太容易。
见习记者 韩逸 摄

养马岛中心渔港码头，一位渔民从归港的渔船上跃下。
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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