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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开渔

盼盼了了仨仨月月
可可是是吃吃上上新新鲜鲜海海货货了了
9月1日12时，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

本报9月1日讯(见习记者 桑志
朋) 9月1日12时，黄渤海伏季休渔
期结束，在威海远遥中心渔港码头，
数百艘渔船的船员正在忙着整理网
具、缆绳，储备冰块，为即将开始的捕
捞季做最后的准备。

据了解，2013年，北纬35度以北
的渤海和黄海海域伏季休渔时间为6
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其中，刺
网休渔时间为6月1日12时至8月1日
12时。休渔渔船须严格遵守伏休有关
规定，按时进港休渔，休渔期间不得

出海作业。
9月1日上午，在远遥渔港，渔民

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拥有二十余年
捕鱼经验的李师傅介绍，早上四五点
就起床开始为开渔做准备，因为要在
海上待好几天，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
马虎，一点小问题就会对捕鱼产生不
利的影响。不管是网具、缆绳、燃料、
淡水、饮食等都得仔细准备，毕竟海
上什么都没有，任何事物都得特别小
心。11点左右，大部分渔船已经做好
出海准备，已经在家待了两个多月的

渔民王师傅，希望这次出海可以有个
好收成，多挣些钱补贴家用。

土生土长的威海人刘先生是从
小吃威海的海鲜长大的，尤其喜欢新
鲜的大海蟹，可是每年的休渔期都很
少有机会吃到新鲜海鲜，“三个月来
没吃到新鲜海鲜，感觉胃都馋坏了，
身体也不舒服”，而三个月的休渔期
终于结束了，又可以吃到新鲜海鲜
了，刘先生笑着说，“晚上一定要和家
人大快朵颐，享受新鲜海鲜的独特味
道。”

市场行情

目前海鲜价格按兵不动

预计“双节”略有上扬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许君
丽) 9月1日，为期3个月的伏季
休渔期正式结束，随着不少渔
船陆续出海，水产市场上新鲜
海鲜开始大量上市，但价格暂
未有变动。据介绍，随着近几日
渔船的陆续归来，新鲜的海鲜
会大量上市，价格会略有下滑，
但随着中秋节、十一等节日的
临近，预计半个月后，海鲜价格
会有小幅上扬。

9月1日上午，记者在远遥
渔港看到，不少渔船整装出发
下海捕鱼。船东刘先生告诉记
者，他的船只较大，预计3天之
后返航。而对今年的首捕收成，
他希望是个“开门红”。

当日下午，不少小型渔船
陆续返回，在威海市水产市场
内，新鲜水产品已及时摆上柜
台，但价格与之前基本持平。其
中，条重500克以下的鲅鱼价格
为16元/斤，条重500克以上的

鲅鱼价格为20元/斤左右，大口
鱼价格为每斤8元到10元之间，
小花鱼价格为15元/斤，大花鱼
价格最高，为25元/斤，带鱼价
格18元/斤至20元/斤。

商贩王先生分析，今天是
开渔第一天，海鲜上市还比较
少，价格波动不大，预计两三天
后随着大量新鲜海产品上市，
价格能略降，不过待中秋、国庆
节日到来，价格还会有小幅度
上扬。

另外，记者了解到，由于前
段时间持续高温天气让淡水鱼
的养殖、运输遭遇困境，市场上

“四大家鱼”的价格一直居高不
下。近期，威海水产品批发市场
淡水鱼价格持续高位坚挺，其
中，活鲤鱼价格上涨至6 . 5元/
斤，花鲢鱼价格在8元/斤左右，
鲫鱼价格上涨至12元/斤，草鱼
每斤价格高达9 . 5元，而开渔对
淡水鱼市场暂无影响。

渔船刚靠岸，渔民将新鲜的鱼虾直接摆在码头岸边开售。 记者 王震 摄

冷思考

新鲜的鱼虾非常受欢迎，不少市民都带上小桶去购买海鲜。
记者 王震 摄

部分小渔船 开渔“趴窝”

渔民之声

开渔首日“能赚五六百”

本报9月1日讯(见习记者
桑志朋) 9月1日，黄渤海海域

正式开渔后，威海渔民迅速出海
捕鱼。张祥军就是开渔首日出海
的威海渔民大军中一员，刚三十
几岁的他做船老板从事捕鱼却已
有十余个年头。开海首日，张祥军
给记者粗略计算了一下，一天出
海打渔除去成本能挣五六百元。

9月1日早上四点多，张祥军
就起床开始收拾网具等出海用

品，等待出海。开渔首日，他下午
三点半返回了渔港，同他一起回
来的，还有150多斤的海货。“大
鱼没有多少，就是一些小鲅鱼、小
台鱼、小黄花，最多的是乌鱼花，
还有一点螃蟹，爬虾什么的”，张
祥军笑着说，“我的渔船是55马
力，一天的雇工费、燃油费等费用
要一千元左右，而今天捕上来的
海货能卖个一千五六百元，所以
赚了五六百，总的来说今天的出

海还算不错。”
张祥军介绍，乌鱼花10元/

斤，爬虾8元/斤，小黄花2元/斤，
小台鱼1元/斤……开渔首日的
价格和开渔前差别不大。他又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天的出海费
用一千元左右，“很多海货很便
宜，每次出海的捕鱼量超过一百
斤并且质量很好才能保本，很多
时候无法保证，所以现在出海的
小渔船越来越少。”

特写镜头

远遥渔港 变身水产市场

9月1日下午3点左右，部分
出海的渔船陆续返回远遥渔港，
港口里众多的市民翘首以待，希
望第一时间买到新鲜海鲜。

还未走近渔港，就可以看到
渔港内人头攒动，商贩们推销海
鲜的声音远远传来，“新鲜乌鱼
花，10元一斤。”“鲜活爬虾，只要

8元。”走进港口，熙熙攘攘的顾
客，活蹦乱跳的海鲜，热情吆喝的
小贩，整个渔港变身成水产市场。

家住经区的孙女士介绍，知
道要开渔后，她下午早早就乘坐
公交车来到远遥渔港，准备买些
新鲜的乌鱼花、螃蟹、鲅鱼等做给
家里人吃。而下午渔港里太拥挤

了，购买部分海鲜还得排队，螃蟹
等抢手货很快就被买光了，她也
是排队五六分钟后才买到。“家人
毕竟好久没吃到新鲜的海货了，
就是排队时间再长一些也值了，
今天晚上要给家人准备一顿丰盛
的海鲜大餐”，孙女士笑着说。

见习记者 桑志朋

虽然已经开渔，但在远遥渔
港，不少的小渔船依然停在港口，
没有出海。

刚从海上养殖归来的养殖户
李英俊透露，很多的小渔船没有
出海，小渔船出海有风险，很多时
候出去一趟挣不到钱不说，还会
赔钱。因为不管是燃油还是雇工
费用都在涨，而鱼的价格却变化
不大，一旦捕捞量达不到，就会赔

钱。加上海上气候变幻莫测，小渔
船出海还得应对天气变化，一旦
天气恶劣，小渔船就会面临险境。
两方面的影响相加，导致现在出
海的小渔船减少，很多小渔船老
板开始转行。

李英俊以前也开着小渔船捕
过鱼，大约1992年左右就开始转
行，从事扇贝养殖。说起转行，旁
边的渔民李师傅也开始搭话，据

其讲述，他已经当了40多年的渔
民，之前也是捕鱼的，2002年左
右开始从事海鲜养殖。李师傅介
绍，近些年来，渔业资源越来越
少，捕捞越来越困难，加上捕鱼需
要经常面对风吹日晒，实在是太
辛苦了，于是早早就转行了。经他
介绍，他周围认识的小渔船老板
很多也在计划着卖船转行。

见习记者 桑志朋

岸边一条渔船在装冰块，准备晚上起航继续捕捞。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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