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岔尖二村人口和水产品总量变化

时间 村内人口 水产品总产量

1970年 316人 987994公斤

1980年 390人 988141公斤

1985年 447人 1119500公斤

1990年 889人 2056100公斤

1995年 823人 3175000公斤

2000年 678人 1757500公斤

2005年 698人 2746000公斤

2010年 822人 2782000公斤

2011年 831人 58870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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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重点

5500多多年年的的岔岔尖尖村村如如今今日日暮暮途途穷穷
只要有出路就不让孩子干本行，渔民即将从这里消失

靠海吃海，北海新区
马山子镇岔尖村是一个
自然形成的渔村。以前，
子承父业，世世代代都是
渔民；现在，从事捕捞者
多在30岁以上。“只要有
一点门缝，也不让孩子再
干这一行了”。过度捕捞、
海洋污染、工程破坏等，
近海水域的鱼量正在减
少，今年上半年，渔民收
入仅为去年同期的一半。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运恒
王茜茜 本报见习记者

王璐琪 本报通讯员 张振
东

为生计，大船变成一艘艘小“夫妻船”

和其他村子不同的是，这里的
空气中混杂着浓浓的海腥味，村民
的住宅外都放着一排排大缸，用于
发酵虾酱，地面上更多的不是绿色
植被而是一层白色附着物。北海新
区马山子镇岔尖村分为一村和二
村，都是以打渔为生的纯粹渔村。
听村民说，这个村子只有50多年的
历史。

上世纪50年代初，渔民在这里
只是季节性居住，捕捞季一片欢笑
声，休渔期则是一片沉寂。上世纪
50年代末，部分渔民开始在这里定
居。渐渐地，这里形成了一个自然
渔村，男人出海打渔，女人织网顾
家。

“因为出海危险，以前女人就

是呆在家里照顾孩子，晒网织网，
只有男人才有资格上船出海捕
鱼。”岔尖村二村村民杨玉国说，
三四户村民筹股买一艘大船，再
雇几个佣工帮忙，就能维持生计。
但是每次出海捕捞的鱼越来越
少，经营大船开始吃力，6年前，杨
玉国夫妻俩决定卖掉大船，改小
船，自此，杨玉国的妻子也成为真
正的“渔民”。村子里的大船变成
了一艘艘小“夫妻船”。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
女人会出海打渔。”但是为了生活，
即便是危险也要硬着头皮上。村民
说，今年清明节前一天，村里一对
40岁的年轻夫妻被海上的大风夺
了性命，留下了老人和孩子。

为后代，绝不让孩子走自己的老路

岔尖一村书记宋连国告诉记
者，今年是连续五年来效益最差的
一年，上半年每艘船平均毛收入3
万元左右，而去年上半年，每艘船
则能收入5-6万元，“以前，家家户
户还能收入12万以上，但是现在的
渔民收入一年比一年差。”

岔尖村没有耕地，出海打渔挣
钱是祖辈留下的传统。其中岔尖一
村有310户人家，岔尖二村有260多
户，渔民占总人口的90%以上。现
在，从事捕捞的村民多在30岁以
上，不再是子承父业，村民说的最
多的是让孩子走出去，“即便是只
有一条门缝，也要让孩子挤出去。”

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
人。“学习好的，就让他们加把油考
出去，学习不好的，能在外面找份
工作，也就不要再回来了。”一位村
民说，留在村子里，只能跟着出海
打渔，不仅危险，就连成家立业也
难。“在家里打渔的年轻人很多都
单着呢，人家女孩子一听是渔民，
都不愿意来。”

“我们老了，想转行也没办法
了，只能继续打渔，但是绝不能让
孩子再走我们的老路，不求他们发
家致富，只要是离开这里，能填饱
肚子就好。”在谈话时，村民们都在
强调，一定要让孩子走出去。

滨滨州州进进入入长长达达三三个个月月休休渔渔期期
6月1日起实施网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

本报6月2日讯 (通讯员
张振东 张振华 记者 王
茜茜 ) 5月30日，记者从市伏
季休渔暨渔业安全工作会议
上获悉，自6月1日12时至9月1
日12时，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
和黄海海域，除钓具作业外，
进入伏季休渔期，渔业辅助船
与捕捞渔船同步休渔。6月1日
起实施海洋捕捞准用和过渡
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全省
不再审批拖网回捕增殖对虾。

6月1日12时前，所有应休
渔渔船必须回其船籍港停靠，
其中110kw以上渔船必须停靠
在安装有射频识别基站的港
口。休渔渔船不得变更为非休
渔作业类型出海生产或未经
批准擅自到他国管辖海域生
产。休渔期间，所有休渔网具
必须捆扎入库存放，在陆上确
属无法存放的，可捆扎整齐放
置船上封存。

对海上查获的涉嫌违规

渔船，必须严格执行“海查陆
处”有关规定，一律押回指定
港口扣押，不得在海上处罚后
放行。此外，严格执行违规渔
船”黑名单”制度，因伏休违规
被查处两次以上的、暴力抗拒
检查等行为被列入“黑名单”
的渔船，三年内不予办理过户
手续、取消涉外入渔资格，同
时，取消当年度燃油补贴。

会议要求，争取在渔业船
舶 数 量 达 到 2 0 艘 以 上 的 乡

(镇、街)和5艘以上的村(居)建
立渔业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
专(兼)职渔业安全管理员，形
成“横到边、纵到底，严密接
合、不留缝隙”的渔业安全网
格化管理体系；结合渔业“安
全生产月”活动，认真做好休
渔期间渔船、渔港、集中停泊
点的防风、防火、防碰、防盗、
防汛工作，并在现场组织进行
了消防应急演练。

一当地渔民正在船上整理
捕鱼工具。

海岸边停满了渔船。

捕鱼旺季缩短
水污染是主因

“阴历四月是捕鱼的最好时
节。”年近70岁的老渔民张昆山从
事捕鱼49年，他告诉记者捕捞的
最佳时间是惊蛰春分青虾季，清
明见琵琶，谷雨螃蟹季，小满鱼籽
季，芒种夏至雪虾季。在上世纪80

年代时，黄花鱼、马口鱼、青皮、黄
河刀鱼、白片鱼、刺鱼、大头鱼等
经济鱼类品种丰富。每到小满之
后，鱼虾都到渤海湾产卵，鱼籽

“染”的沿海岸上一片红色，被称
为“满江红”。但是现在，捕捞上来
的多是梭鱼、油光鱼、小鲅鱼等地
方鱼。

岔尖二村书记侯宝栋说，海
水污染是最大的原因。沿海工业
园里的化工厂把污水通过地下管
道输送进海里，导致海里的鱼虾
成片死亡，鱼类也越来越少。

“过度捕捞也是一个原因。”
张昆山补充说，以前捕鱼用的是
棉纱网，只要网晒不干，就不下
网，但是自从有了聚乙烯网后，不
仅过水率大，而且省了晒网的时
间，一天24小时都能下网。地笼被
称为“绝户网”，大鱼小鱼无处可
逃，现地笼已被禁止使用，但是曾
经对鱼种灭绝性的捕捞，已经造
成极大的伤害，短时间内很难恢
复。此外，大量沿海工程的实施，
破坏了鱼虾栖息地，也造成了近
海鱼类减少。

李玉新和弟弟李玉刚是村里
少有的渔民大户，最近新购了一
艘中大马力船只，能去更远的海
域作业。李玉新说，“附近海域污
染严重，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了，
我的船走得稍微远一点，所以受
影响相对小一些。”但是大部分的
渔民眼看着海里的鱼越来越少，
却想不出任何办法。

鱼干是渔民一日三餐的最
佳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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