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生海参莱州湾里找
国翠小学一年级一班 乔丹

5月21日，蓝天碧远，晴空万里，《齐
鲁晚报》组织我们小记者团队到莱州芙
蓉岛六十里海参基地去参观游览，我的
心情和这天气一样明媚极了。我和妈妈
一大早就来到欧尚超市门口集合，7:40
人都到齐了，我们这些小记者和家长们
有秩序地上了大巴车。7:50，快乐大巴载
着我们出发了。

第一站，我们首先来到六十里
海参的专卖店“天弘海参”门口。小
记者的家长们纷纷掏出手机或相机

“咔嚓”“咔嚓”留念。8:30分左右，车
辆又开始发动，正式出发去基地实
景参观了。车窗外的景色好像一幅
美丽的画卷，绿油油的麦田，澄澈的
河水，道旁的桦树更是翠色欲滴。这
美丽的景色真是让人陶醉！

车辆行驶大约2.5小时，《齐鲁晚报》
的叔叔告诉我们快到海参基地了。看到
窗外一排排整齐的风车和一个个池子，
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赶快请教妈
妈。妈妈说这一片全部是盐场。哇！简直
不可思议，盐原来是这样造出来的，真
让我大开眼界！又过了大约半小时，车
子在蓝色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
门口停了下来。在会议室，公司阿姨给

我们介绍“六十里海参”名字的由来和
公司概况。“六十里海参基地”水质清
新，海底藻类丰富，最适合海参自由生
长。蓝色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有完整的产
业链，海参全部是精选4年以上的壮参
浅加工，成就新鲜好海参，而且这里的
海参都是自然生长不添加任何人工饵
料和药物。许多国家领导人都过来参观
访问。许多家长都想购买鲜海参，可工
作人员说开采期已经过了，买的话只能
到专卖店“天弘海参”去买了。热情好客
的“六十里海参”领导和员工为我们准
备了丰富的海鲜宴。

饭后，又带我们到他们的科学实
验基地去参观海参和各种海洋生物
的生长过程。这让小记者们简直目不
暇接。参观完后，工作人员还组织我们
滚铁环和放风筝。小记者们，有的在岸
上放风筝、滚铁环；有的随家长下海挖
蛤赶海，真是热闹极了！不知不觉到了
我们要回家的时间。

海风吹拂我们的面庞，我们依依
不舍地离开了蓝色海洋牧场。这场畅
游莱州六十里海参基地的活动在欢
声笑语中结束了。啊，这次莱州六十里
海参的旅行真是收获多多！

芙蓉岛海参基地畅游记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四年级二班 刘嘉仪

5月21日，星期六，一个风和日丽的好
天气，妈妈带我参加了《齐鲁晚报》小记
者活动——— 参观莱州六十里天然海参养
殖基地。听说那里的海参可多了，个儿大
味儿美，而且营养丰富。最重要的是天然
的养殖环境养出了天然健康的好海参。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早上7：30，我们在莱山区的金沟寨
集合，踏上了今天的旅程。我和妈妈一
路上一边欣赏着沿途的风景，一边幻想
着今天的行程安排，有说有笑，开心得
不得了！大约三个半小时，我们到达了
今天的目的地——— 六十里天然海参养
殖基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阔的大
海，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工作人员告诉
我们，海参就长在这片海域，赶上机会，
还能亲自去捕捞海参，不过上周刚捕捞
了，这周我们就不能去了，心里有点小
小的遗憾。这里除了海参，还有海螺、螃
蟹、海蛤、各种各样的鱼等等等等，真是
物产丰富啊！

这里的海参真大，黑乎乎的，浑身
长满了刺儿，第一次看到活的海参还有
点害怕呢！我心里想：这么丑的东西，竟
然那么有营养！真是“参不可貌相啊”讲
解员阿姨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海参的
知识，这里的海域纯天然无污染，可以
现场捕捞，免费加工，而且制作工序公
开透明，保证有机健康。看得我口水都
出来了，接下来脑子里就只有餐桌上海
参的画面了。

中午大家都饿了，领队叔叔带我
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餐桌上肯定
少不了我们的海参啦，做出来的海参
灰褐色，还伴着蒜泥，看起来就很有食
欲，吃到嘴里，嫩嫩的，滑滑的，很好
吃。除了海参，还有海螺、大虾、螃
蟹……我们都吃得好饱。

享受了美味的午餐，领队叔叔带
我们参观了实验室，里面有一些水生
物的模型，八爪鱼、海螺、蛤……参观
完了我们来到广场上放风筝、滚铁圈、
捞蛤。我不太会放风筝，就让妈妈带着
我，飞起来的风筝真有趣，我往哪里
跑，风筝就跟着我往哪里飞，真像一只
真的展翅飞翔的大蝴蝶，真漂亮。收起
风筝，我和旁边的小伙伴玩起来滚铁
圈，一开始我总是滚不好，那个铁圈太
不听话了，总是不按我给它规定的路
线跑，后来过来一位叔叔，他很细心地
教我，我按照他告诉我的诀窍，多练习
了几次，滚得越来越好，能跑好几个来
回呢！不一会跑得满头大汗，我就跑到
海边捞蛤了，跟着妈妈，我捞了二十多
个呢！心想，这又可以享受美味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我们
要结束今天的行程，离开这里了，不知
道为什么，心里有些不舍，嘴里还回味
着美味的海参，那顿丰盛的午餐呢！！等等
以以后后有有时时间间我我还还让让妈妈妈妈带带我我来来，，希希望望
下下次次能能赶赶上上捕捕捞捞海海参参，，我我也也能能亲亲自自下下
海海感感受受捕捕捞捞的的乐乐趣趣。。

“六十里”之行
烟台星海艺校二年级一班 李娇蕾

海洋牧场，我来了！
高新产业区三年级二班 姜丁琪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齐鲁晚报》
小记者团组织的活动，我真是高兴极
了。听妈妈说是要去莱州参观海参的
生长过程。我吃过海参，但不知道它
是怎样成长的，太令人期待了！

一大早，妈妈就把我叫醒，到了
规定的地点集合。我们组成了小记者
团坐着大巴出发了！一路上小朋友们
有说有笑，很快从不认识变成了无话
不谈的好朋友。经过了大约3个小时
的路程，终于到了莱州湾。道路两旁
有一眼望不到边的一个个池塘，听领
队的说这就是盐田。我们吃的盐就是
海水经过日晒后沉淀成白色晶体，再
经过筛选等加工程序就成了食盐。然
后循环再引入海水再晒……，就是这
么神奇。

一进大门，首先就看到门口牌子
上写着山东蓝色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海边停靠着数不清的渔船，上面
还插着五星红旗，我想这应该是出海
打捞的渔船吧。海水清澈见底，隐隐
约约能看见游动的小鱼。蓝色屋顶的
房屋整齐排列。刚下车就有一位向导
叔叔拿着喇叭来迎接我们，他带领我
们进入了一间会议室，由一位姐姐跟
我们互动了一下，并且讲解了六十里
海洋生态牧场的来源。同学们都特别
有兴趣地听着。

您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六十里海
洋生态牧场吗？原来呀，牧场距离岸
边有六十里远，经过科学家研究，六
十里处的海水不受污染，特别干净；
那里水深有9～10米，光照正好适合
海藻进行光合作用，这些海藻就是海
参食物的主要来源。通过人工投入礁
体就建立了海洋生态牧场。

为什么要投放礁体呢？目的是为
了给鱼虾蟹贝建房子。为鱼虾类聚
集、栖息、生长和繁殖创造条件。另
外，它也可作为障碍物，制约违法捕
捞，从而促进水产资源的增殖。礁体
有各种各样的，有水泥礁，有石礁等。
水泥礁构造不同，实现功能就不同，
比如有适合底栖生物的，有适合中层
虾和鱼类等。人工鱼礁投放后，需要
对礁体、生物量等进行监测、数据收
集和分析、预警和应急，以实现海洋

牧场的有效管理，发挥海洋牧场的效
益，通过对生物量变化的分析进行礁
体效果评估和改进。真是不来不知
道，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多学问呢！

向导叔叔一边走一边给我们介
绍这就是海参加工车间，经过去肠-
清洗-蒸煮-烘干-自然晾晒等程序变
成了售卖的干海参。为了保持新鲜
度，刚捕捞上的海参要1-2小时之内
送到加工厂。一般好的淡干海参需要
约30多斤鲜活刺参加工而成，因此，
真正的淡干海参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市场上销售便宜的海参连加工成本
都不够，质量自然是值得怀疑了。分
辨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也是有学问
的，一是看参刺有几排，野生参有六
排；二是野生海参个大刺硬有弹性，
握在手里肉厚紧实，扔在地上能弹起
来；三是看海参的沙嘴，野生海参沙
嘴大而宽，养殖的较小尖。刺参要长
五年才能捕捞，而养殖的一般是1～2
年的参，其营养价值自然高了。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样品室。里面
有大大小小的玻璃瓶装着的各种水
产品，瓶上贴着标识名称。有对虾、刺
参、文蛤、八带(短蛸)、牡蛎、黑鱼、苏
甲红、花鲈等，还有许多叫不上名来。
海参样品摆放在柜台上，有即食海
参，有干海参，价格不等。工作人员说
今年鲜海参买不到了，鲜海参一年有
两次捕捞期，第一次是4月中旬到6月
初，因为安全原因，有风的天气还不
能出海，今年就提前结束了。当水温
达到20℃以上海参慢慢就处于夏眠
状态，等到秋季9～10月份又是第二
次捕捞期，莱州海区域有200多种海
产品呢，海里的资源真是丰富啊！

出门向前走，就是实验室，里面
有许多圆柱形的玻璃缸和长方形的
水箱，水箱壁上吸附着大大小小的海
螺和海参。它们一动不动，睡得特别
香的样子，真想用手去摸一摸。这里
就是工作人员培育海参宝宝的地方。
雌雄海参通过体外受精、卵结合后成
了参宝宝；池子里还有一串串扇贝
壳，这是什么的呢？哦，原来这是给牡
蛎提供受卵的地方，长到一定大小后
再投入牧场，这真是太奇妙了。

今天我很兴奋，起得很早，因为我们
全家要参加《齐鲁晚报》小记者团组织的
参观六十里野生海参养殖基地的活动。
早上8点半，全体小记者和家长在九田市
场的天弘海参门口集合后，三辆大巴车
载着我们向莱州出发了。

穿过一望无边的晒盐场，大巴车把
我们带到了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海上养殖科研基地。我们首先来到
会议室。在这里，讲解员阿姨给我们详细
介绍了公司和海参。听阿姨讲，公司养殖
海参的牧场可大可大了，有十几万亩海
域。经常有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国外组织
领导人来公司参观访问。为了更好地发
展海参养殖，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建了“山东海洋牧场工程与技术研
究院”，研究各种海洋环境下，海参和扇贝
等海洋生物是怎样生长的。为了更好地
建设和保护海洋牧场，公司每年都会向
海里投放很多人工礁体，给海参等海洋
生物建立海底家园。说到海参，讲解员阿
姨告诉我们，海参生长在十米以下的海
底，靠吃泥土里海藻长大。这也太神奇了
吧！公司的六十里海参就是因为它们是
在远离海岸线六十里的深海里生活而得
名。这个地方的水温适合、水质好、藻类丰
富，没有受到陆地上排放的污染物污染。
那我们为什么要吃海参呢？讲解员阿姨

告诉我们，海参的用处可大了，能预防好
多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力，促进伤口愈合，
美容养颜，让我们远离感冒。这小小的海
参竟然有这么多神奇的力量！

午饭时间到了，我们到公司餐厅品尝
了公司捕捞的新鲜海鲜。饭后，一位叔叔
带我们参观了山东海洋牧场工程与技术
研究院实验室。在这里，两位穿白色大褂
的阿姨正在控制室通过电脑屏幕监控着
所有试验。我们看到好多池子、大桶，里面
装着好多大大小小的海参、扇贝壳、鱼等。
在生产车间，我才知道海参加工有清洗、
解剖、蒸煮、烘干、杀菌等好多好多工序。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公司养殖基地
的控制室和标本室。在控制室里，我在屏
幕上看到了叔叔们在海底录制的海参生
活的视频，看到了海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

最后，叔叔带领大家去挖蛤、放风筝。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挖蛤了。我看到了
肚子圆鼓鼓的小螃蟹和很小很小的水
母，真有趣！

活动很快结束了，我恋恋不舍地踏
上了回家的大巴车。通过这次活动，我对
小小海参有了更多的认识。以后，外地的
客人来了，我一定会向他们介绍我们烟
台的特产，除了栖霞大苹果、莱阳梨外，还
有营养丰富、真正纯天然野生海参。

特等奖：《“六十里”之行》 烟台星海艺校二年级一班 李娇蕾

一等奖：《海洋牧场，我来了！》 高新产业区三年级二班 姜丁琪

二等奖：《野生海参莱州湾里找》 国翠小学一年级一班 乔丹

三等奖：《芙蓉岛海参基地畅游记》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四年级二班 刘嘉仪

优秀奖：《参观海洋生态牧场》 莱山区三十里堡小学二年级 鹿天浩

《参观海参养殖基地》 莱山中心小学三年级一班 杜思亿

《收获的旅程》 孙家滩小学三年级三班 周少伟

《蓝色海洋之行》 三十里堡小学一年级一班 邹雨涵

本次小记者活动征文奖品由天弘海参赞助：

特等奖一名，价值5000元野生免发干海参一盒，

一等奖一名，价值3000元野生干海参一盒，

二等奖一名，价值2000元野生帝王海参一盒，

三等奖一名，价值1000元即食野生海参一盒，

优秀奖，价值500元即食海参一盒。

获奖小记者请凭小记者证至九田市场天弘海参处领取奖品，领取联系人吴总，电话：
15853549999

小记者征文获奖名单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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