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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岚山头街道是当地有
名的渔业产区。曾经号称水清
鱼肥的岚山成为周边地市主要
的鱼类供货源。开遍日照各地
的“岚山鱼馆”成为历史的见证
者，如今情况却已经大不同。

徐可勇是一名有着20年经
验的老渔民。拥有两艘价值百
万铁壳船的他却在半年前突然
歇业，解散了船队工人，卖了渔
船准备转行。

“最近几年捕鱼越来越难，
一直都在亏损，实在吃不消
了。”据他介绍，两艘渔船联合
作业，每年需要养20个工人。一
年下来人工工资、燃油费、冰块
费、渔网具费要花280万元。巨
大的开支与减少的渔业资源形

成反差。为了捕捞鱼虾，渔民们
需要到距离岚山码头至少200
海里以外的海域作业。

他说，自2005年后，像刀
鱼、鲅鱼、鲳鱼等经济鱼类明显
减少，现在他们的主要业务是
捕捞经济价值不大的鱼类，用
于喂食其他动物，俗称饲料鱼。

徐可勇承认，饲料鱼中不
可避免的有一部分经济鱼类的
幼鱼，这让经济鱼类的繁殖陷
入恶性循环。

“近几年捕捞工人数量不
断减少，工资却逐渐增加，每个
工人的年薪都超过4万元。超过
70%的铁船渔民都在亏损经
营。”当地村庄一位主管渔业的
工作人员介绍。

日照东潘村因拥有日照较大
的“东潘渔港”，在当地颇有名气，
曾依靠渔业富甲一方。该村现有9户
渔民从事海水养殖，其中最大的养
殖面积超过 3 0 0 0亩，最小的也在
1000亩以上。自2012年以来，该村的
海水养殖收益却不乐观。

“自从2012年以来，养殖的海虹就
不肥。”该村专门负责渔业管理的一名
村委成员介绍，海水养殖需依托有
保证的海水资源，提供充足的氧气
和微生物，海水养殖的水产品才能
肥美。但是由于海水污染和海水循
环不畅等原因，养殖的海产品日益
消瘦。“今年的养殖户赔本几十万
元的有几个。”

据东潘村一位捕鱼经验丰富的

渔民介绍，东潘村码头附近还有两个

大型企业码头，将用于海水养殖的海

域变成了闭塞的区域，限制了养殖区

的海水流量。失去了新鲜的海水，养

殖水域内的氧气和食物越来越少，养

殖的海虹无法肥美是必然趋势。

另据当地渔民介绍，今年的海
水内生长了一种微生物，一旦接触
到海虹，能够在几天内将它啃得只
剩空壳。这种生物他们没有见过，
由于海水流量不够，这种生物无法
被大量的海水冲走，这一情况加剧
了海虹灾情。他们分析，这是由于
海水受到污染，水质富营养化造成
的。 本报记者 李清

码头增多致污染

海水养殖行情差

渔获短期不会增加，靠海吃饭得换新“姿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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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里的渔业资源少了，渔
民打鱼赚钱的日子不好过了，
为此，烟台有的船老大将小马
力渔船合并为大马力渔船，发
展远洋捕捞。但这治标不治
本，日照岚山区一批以岚山环
海冷藏厂、岚山永兴食品厂、
天然食品厂等为代表的食品
加工厂由传统冷藏厂成功转
型，做海洋产品深加工业务，
成为突破行业瓶颈的典型。

这些成功转型的海洋产

品深加工企业数量较少，他们
的前身都是传统冷藏厂，均在
2000年前后成功转型。目前他
们均拥有食品出口权。

岚山环海冷藏厂于2003
年将业务由内销转为出口。该
厂业务范围延伸至海洋渔业
产品深加工的各个层面，包括
鱼片加工、各类海味丸子等。
在减少了对渔业资源的依赖
以后，通过精进业务引进深加
工技术打开外海市场。不仅如
此，目前岚山多家深加工企业
还将产品进驻商超，顺应大众

消费市场需求。
“过去简单的冷藏厂业务

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依赖很大，
市场销售行情连年变化。企业
通过转型，我们现在产品增加
了技术含量和科技含量，无法
简单复制和山寨。我们的市场
稳定、销售渠道多元化，不仅
出口，现在也涉足直营店和商
超业务，通过多方面来应对某
单一市场的波动。深加工企业
是未来冷藏厂企业转型的大
趋势。”一位成功转型的食品
厂负责人介绍。

但在转型之路上他们也
多有波折，由于食品加工对人
工、设备和卫生条件要求苛
刻，使得他们在转型之初颇为
苦恼。充裕的资金支持和明确
的转型规划成为深加工企业
转型成功的保证。“深加工利
润点更高，但大多数传统冷藏
厂持观望态度，门槛的提高和
对经营者的要求让更多人望
而却步。”一位传统冷藏厂负
责人目前正在为是否转型而
苦恼，缺少资金支持是他最大
的担忧。

作为山东沿海的四个
海滨城市之一，日照海滨渔
业资源面临严重挑战，鲅
鱼、刀鱼等经济鱼大幅减
少。近10年来当地都在捕捞
以小鱼虾为主的“饲料鱼”。
透支资源，渔民不得不到
200海里以外的远海域捕
鱼，70%渔民在日益增加的
捕捞成本面前亏损维持。以
鱼类冷链加工为主要业务
的当地冷藏厂，也主做饲料
鱼业务，并且8 0%负债经
营。

文/本报记者 李清
片/本报见习记者 隋忠伟

船老大卖掉价值百万船只转行

冷链加工行业为海捕的
鱼类运输到全国各地提供了
保证。岚山区冷藏厂行业曾伴
随海洋捕捞度过了黄金时期。
目前由于海捕资源的减少，冷
藏厂正面临绝境。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
2000年前后是岚山渔业资源
最好的阶段，冷藏厂生意好做
得很。到2003年以后经济鱼类
逐渐减少。近十年以来，日照
冷藏厂主要做饲料鱼业务，这

是 经 济 鱼 类 越 来 越 少 的 警
示。”陈占柱从1993年至2012
年经营冷藏厂20年。

朱连胜也是一位上世纪
90年代踏入冷藏厂行业的经
营者，目前他的工厂依然还
在经营。他介绍，岚山当地的
海捕经济鱼类只能满足当地
冷藏厂需求的三分之一，连
价格很低的饲料鱼类也只能
供应不到一半。“冷藏厂还要
经营，大家的饲料鱼供应商

最北方的来自丹东、大连，最
南方的来自福建、浙江，岚山
的 冷 藏 厂 俨 然 已 经 变 成 了

‘饲料鱼’的中转站。”他说，
从其他地方运来的原料简单
加工后转手再卖，从价格上
就已经失去了与产地的竞争
优势。

“今年行情最差，家家都
有饲料鱼囤货，都在千吨以
上。”他介绍，自家的冷藏厂内
就囤积了超过4千吨货。

记者采访的六位冷藏厂
经营者全部都是贷款经营。日
照东湖一村一位经营者说，

“我从8年前就有100多万的贷
款，至今依然有这些。每年的
盈利减去贷款利息和运转费
用外，基本不落钱。像我这样
的情况在行业内占到80%。”

他介绍，他的冷藏厂库容
为1000吨，每年用来营运的资
金需要至少300万，大部分依
靠贷款。

饲料鱼行情也差，库存均超千吨

成本

人工费：8人，300元/天

燃油费：8吨64000元

加冰块费、生活费共超10万元

收益

一般能拉15吨渔获

货物平均价格在3元/斤

综合

一个航次成本超10万元

所得则在9万元左右

渔民就要亏1万元

工人将捕捞上来的各种
不知名的鱼类装箱，运到车上。
这样的货物统称为“饲料鱼”。

往年此时已销售一空的仓库内，还囤积着货物。饲料鱼今年
行情差几乎是所有冷藏厂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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