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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焦点

开海前后

明明天天开开海海！！六六千千渔渔船船整整装装待待发发
渔民出海作业须办船民证

本报8月30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臧宝东 柯可) 2013

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为6月1日12

时至9月1日12时。本周天，烟台
6000多条渔船可出海捕捞。连日
来，记者在莱州三山岛渔港、养马
岛中心港、开发区初旺港走访，大
马力渔船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开
启今年的秋季捕捞。

“发”、“一帆风顺”…… 3 0

日，还没到养马岛中心港，记者
就看到了红色的旗帜。渔船内
已经装好了渔网、鱼箱、食用油
和蔬菜等，这些渔船一般在200

马力以上，最大的450马力，他们
出海一趟需要四五天。

满载而归，是渔民们最想
听到的吉利话，但只要是长期
出海的人都知道，海洋资源似
乎在不知不觉中消减，捕鱼这

个活儿越来越不好干了。
一条大渔船的轮机长刘明

岩说，他在海上干了20多年，说
不清为什么鱼少了，只知道出
海打鱼的时间越来越短，能见
到的鱼类也越来越少。“1990年
的时候，一年出海10个月，后来
有休渔政策了，出海六七个月；
现在一年只出去四五个月。”除
了这个变化，他还有一个感慨，

那就是船只越换越大，出海跑
得也越来越远。

“如果到海上工作不办理船
民证，按照规定是要被罚款的。赶
紧带着身份证到派出所办理吧！”
在发现两位外地打工者还没有办
理船民证后，牟平的边防民警督
促他们赶紧办理。

伴 随 着 新 的 捕 捞 期 的 到
来，大部分渔船已经更换船员，

其中有些人是第一次从事渔业
捕捞。30日，烟台当地边防部门
正按照相关规定组织人员对船
舶安全状况以及船舶证件办理
情况做集中检查。发现个别新
来的员工，还没有办理船民证。
按照《山东省沿海船舶边防治
安管理条例》，没有船民证出海
作业，个人要处以1000-5000元
罚款。

海上信号差

出海前先给家里打个电话

本报记者 李娜

渔船物资准备完毕，就要开
始下半年的工作了，在码头上除
了聊天，船工还会给家里打个电
话。

在开发区初旺港，一位30岁
左右的船工正趴在船沿打电话，
脸上的笑看起来很幸福。“小宋
啊，给媳妇打个电话那么长时间
啊！”在岸上的两个老船工不时
抬头打趣他，他背过身去，继续
和电话那头的人聊着。

“等到开了海，就忙得没时
间了，再说海上信号差，经常打
不通电话。给家里说一声，让他
们安心。”安徽的一位男子说，比

起十几年前，现在和亲朋联系方
便多了。“以前不是每个人都有
电话，想和家里联系得跑很远的
路，打公用电话。一两个月跟家
里联系一次。”

因为出海苦，肯坚持下来的
人一般是40岁左右甚至年龄更大
的男劳力，初来乍到或者刚干了
一两年的人，对这项工作是爱也
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因为他
们知道，在海上工作比在陆地上
干活挣得多，年底老板不压工资。

每一个在海上工作的人都
怀揣着一个梦，希望日子过得更
好。有的打算挣了钱到城里买套
房子，有的是为了供孩子读大
学，也有的是为了攒点养老钱。

“90后”小伙对出海

既好奇又打憷

本报记者 李娜

在开发区初旺港，老家河
南的王振方是少有的小伙子
之一。1 9 9 3年出生的他，是跟
着舅舅一起到烟台的，和他差
不多大的还有一个同乡小伙。
星期天就要开始渔民生活，他
既好奇又有点打憷。

高中没毕业，王振方就离开
家出去打工了，开过铲车、挖掘
机，在电子企业加工零件，在工
地做小工……20岁的王振方一
说话露出小虎牙，说话声音很
小。说起干过的职业，他笑笑说
啥都干过，就是没出海打过鱼。

海边混杂着马达声、风浪
声，这里工作的人说话声音也分
外大，只有刚来的两个小伙子，
说起话来还是和原来一样小声
音，大家听起来都不适应。“干上
一个月肯定就变了，在海上不是
说话，是喊话！”

王振方的舅舅说，外甥很调
皮，福建、广州、北京各地到处

跑，从没在一个地方久待过，挣
的不如花的多。这次带他来烟
台，希望能让他知道生活不易，
得知道攒钱过日子。作为新手，
王振方的工资不到舅舅的一半，
随着经验的丰富，他的工资也将
跟着涨起来。

“船漂在海上，然后吃睡在
船上，晚上捕鱼，呵呵，之前都没
这样过。”这个星期天就要出海
了，王振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
适应船上摇晃的生活，也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晕船，他有些担心有
点打憷，但更多的是好奇。

他说来到烟台快半个月
了，自己变化最大的就是“黑
了 1 0倍”，胳膊上晒掉了一层
皮。烟台比河南凉快很多，但
是他还是学着舅舅的样子光
着脊梁，原本被叫“小白脸”现
在成了“包黑炭”。

王振方的舅舅说，其实孩子
能跟他出海，心里已经很认可他
了，“这边20多岁的孩子，哪有愿
意遭这个罪的。”

出海成本高
一天花八千
不过船老大有信心

预计能有个好收成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招满7个船员、买好2万多块
钱的渔网和绳缆、240马力的铁壳
船整修一新……施立森的渔船停
靠在莱州市三山岛渔港内，就等
着出海了。

船老大施立森今年54岁，在
海边长大，从海上讨生活，打了30

多年的鱼。他年轻时开的是木壳
船，嫌马力小拉货少，到2002年换
了铁壳船，几经翻修，现在达到了
240马力。

“看天吃饭，捞不上鱼来就得
赔钱。”施立森说完后，给记者算
了一笔他的出海成本。

开船出海，柴油的成本最大，
一吨柴油7500元，他的船跑一天
要烧0 . 7吨，得花5200多块钱。

7个船员工资也不是小数
目 ，其 中 最 低 的一 天 也要 2 8 0

元，保底月薪8500元；有点技术
的就要月薪9000元或者9500元，

“帮舵”的工资最高，保底月薪
是1 . 2万元。这样算下来，7个船
员 每 天 工 资 支 出 是 2 3 0 0 元 左
右。

再加上每天消耗的七八十块
儿冰的钱、油盐酱醋蔬菜米面钱、
机器保修维护运输费等“小钱”，
施立森出海一天要花8000多块
钱。

刚开海的话，渔船一两天
就要靠岸卸货，随着收获越来
越少，渔船的靠岸间隔慢慢变
得越来越长，最长要十来天才
能靠一次岸。

“今年休渔期管得严了很多，
估计开海后能有个好收成。”施立
森笑着说，往年这个时候，违规出
海捕鱼的船都快忙活一个月了，
而今年有好几条船被查了，听说
罚了不少钱。

30日下午3点，三山岛渔港
内，车来人往一片繁忙景象，岸上
的人忙着补渔网、船上的人忙着
布置缆绳。施立森的铁壳船挂上
了崭新的五星红旗，等着9月1日
开海后破浪出航。

冰块商备足冰块待开海
开海后，每天能卖3000-6000块冰

本报记者 侯文强

即将开海，冰块儿商人施建
涛也忙活起来。每艘出海的渔船
都要备足冰块儿，才能保证将海
产品新鲜地运到岸边。

“打鱼是看天吃饭，冰块
儿生意是看鱼吃饭。”施建涛
说，渔船打上来的鱼多了，需
要的冰块儿就多，他的生意就
好做了。

施建涛做了16年的冰块儿
供应商，他的冰库里能存放5万
多块儿冰，在当地很有名气。往

年开海后，他每天都要往渔港上
运送3000-6000块儿冰块儿。

在莱州市三山岛，和施建涛
竞争的冰块儿供应商有八九家。
但他并没有扩张生意的打算，这
些年来一直维持着上述的规模，

“有点不太愿意干了”。
原来最近几年来，电费和人

工成本越来越高，施建涛的生意
并不好做。施建涛说，一块儿冰，
3块钱，其中电费要花8毛钱，人
工要花5毛钱，水费需要1毛钱，
再加上运输费、维护费等，他觉
得越来越不挣钱了。

29日，开发区初旺港，一位渔民正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安心。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9月1日就要开海了，开
发区初旺港的渔民正在忙着
拉网，为出海做准备。在他们
身后，众多船只泊在岸边，红
旗猎猎，整装待发。 本报记
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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