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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底底挣挣命命，，一一年年就就靠靠这这俩俩月月
“海猛子”采参：身穿棉服冻得冰冷，下海多次仍流鼻血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海面暖阳高照
海水只有14℃

又到捕参季，在位于荣成
的山东好当家海洋牧场，近300
名“海猛子”蜂拥而至。他们与
公司签订短期雇工合同，开始
了一个多月的下海劳作。

为避开海参的夏眠和冬
眠，捕参分春秋两季，4月下旬
至5月底、10月下旬至11月底。
这两个时节里，海面上暖阳高
照，但海水温度只有14℃左右。

五六米长的小舢板载着两
三个人、空气压缩机和写有编
号的塑料筐，一人在船上看管
空气压缩机、接海参，另外下海
的就是“海猛子”。

“海猛子”穿着厚重的棉衣
棉裤，抵达海区后还要扎上护
腰、护膝，再套上橡胶质的潜水
衣帽。一条粗壮的腰带系在腰
间，固定住呼气管，还连着30多
斤重的铅砣子，最后他们再戴
上潜水镜、手套，胸前挂好装海
参用的网兜。

站在船头，“海猛子”试完
呼气管保持畅通，便纵身一跃，
飞入海中。他们被铅砣子坠着
快速下潜，呼吸就靠那根数十
米长的呼气管。这是与船上唯
一的联系方式，若有危急情况，
他会立即抖动、拉拽呼气管，船
上的搭档不能有片刻大意，很
快就得把他拖上海面。

海面之下数米，是昏黄的
世界，若是赶上风平浪静的好
天气，能见度有五六米，若是海
水被风浪搅得浑浊，则只能看
清前方半米的区域。“海猛子”
不停游动，尽管身上有厚重的
棉衣，但冰冷会很快透彻全身。
最难忍受的是水压，头发昏发
胀，感觉眼睛、耳朵像鼓起来一
样，甚至会鼻孔出血。

海参在海底蠕动觅食，密
集之处，一两平方米就有三五

十个；松散之处，一两个都得仔
细找。“海猛子”每抓一个，就放
入胸前的网兜，十几分钟到半
小时，网兜就装满了。他们浮出
水面，把网兜交给船上的搭档，
然后继续下海。

除非遇上恶劣天气，“海
猛子”每天要下水六七个小
时，偶尔也会上船歇息一会
儿，直到筐子填满海参，舢板
才会返回码头。海参随即被称
重，记账。

今春手工费
每斤2元左右

每采捕一斤海参，公司给
予一定的手工费。

今年春季，好当家给“海猛
子”的手工费是每斤1 . 6元至2
元。由于地处海湾内，风浪小，
经验丰富的海猛子每天可捕上
千斤，一个月能挣四五万，少的
也有三万块。

42岁的周冰是荣成石岛
人，干这行已经20多年。他家里
还有点口粮地，但周边企业众
多，妻子早成为打工一族。“每
年干这么两三个月，钱就挣得
差不多了。回家后干点农活或
打零工。”周冰说，他已经习惯
了干“海猛子”，回家想干活就
干，不想干就歇几天。

“遭几个月的罪，享几个月
的福。”42岁的柴洪云与周冰有
着一样的解释，“挣了这几个月
的钱，心里就有底了，只要不胡
作，小日子就过得挺好。”柴洪
云来自黑龙江鸡西市，来荣成
已有十几年，“以前在打工，每
月挣个仨瓜俩枣，不够花。”近
些年他干起“海猛子”，收入多
了，在荣成买了套民房，把老婆
孩子也接了过来。

与一般的“海猛子”只赶春
秋两季的海参采捕旺季不同，
柴洪云还时常四处赶场，“这家
干完再去那家，价钱合适就干，
不光捕海参，也下海捕捞海
螺”。冬天风浪大，下海的风险

系数更高，也意味着回报更高，
“手工费七八块钱，有时也给十
几块钱”，虽然有时十天半月才
下一次水，但他下一天海就有
至少七八百元的收入。

一般人受不了
手艺快失传了

在天海湾海洋牧场，“海猛
子”们来自东北三省、山东内
陆，乃至河南、陕西，本地人却
很少。柴洪云掰着手指头数了
一数，“外地人占80%以上，本
地人有钱了，不愿再遭这个
罪。”

带领周冰入行的老师傅已
经过世，“他是俺们本村人，我
入行的时候，村里还有几十口
子人干这行。”近十几年来，本
地“海猛子”急剧减少，这几年
周冰带的徒弟大多是外地人。

不只缺本地人，还缺年轻
人。“海猛子”大多是三四十岁
的中年人，二十几岁的屈指可
数。周冰说，一般人受不了，他
感觉手艺快失传了。

尽管入行20多年，周冰仍
难以忍受水压和气压间的变
化，“下水越深，水压越高，挤
得浑身难受。一上水面，肺里
的空气就跟爆了似的，又胀得
难受。”海水的导热速度是空
气的26倍，柴洪云说，水温低
的时候，上岸时他的嘴唇都是
青紫色，“手都磕破了也觉不
着疼。”

新手入行前，总要先被师
傅调教很多天。34岁的隋金波
来自吉林省安图县，他第九次
下水时，还是流鼻血，“要不是
为了多挣点钱，早不干了。”

长时间在低温、潮湿的环
境下作业，“海猛子”们的身体
多少都有了反应。“戴护膝、护
腰的作用也不大，海水太凉
了。”周冰说，近几年他已经感
觉到肘关节、膝关节隐隐作痛，

“类风湿，赶上阴天下雨，这关
节比天气预报都准。”

从海面到海底，浅有两三米，深则十几米，对“海猛子”而言，这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
“海猛子”是威海沿海渔民对海参采捕者的俗称，他们平日是打工者、农民，捕参季穿上潜水服便是“海猛子”，在捕捕参获得丰厚的收

入后，再回归原来的身份。碧波之下，危机四伏，为了每天能有千余元的收入，一批批的“海猛子”前赴后继，搏浪下下潜。

一个猛子扎下去，很快就能到海底。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

“海猛子”隋师傅展示自己捕上来的大海参。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海猛子”潜入海底捕参，因为压力较大，很容易患上肺部疾病。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为了尽早投入工作，有些“海猛子”吃午饭也不脱潜水服。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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