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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萍萍你你在在哪哪？？爸爸妈妈盼盼你你回回家家过过年年
16岁惠民女孩出走63天

一天收获
5000多斤海螺

即墨田横镇丰城社区丁字
湾海域，上游内陆河流五龙河
从这里汇聚入海，海水咸淡适
宜，两岸绵延十多公里长的滩
涂以泥沙为主，富含微生物饵
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
里成为一片天然的养殖场。每
年10月初，河北、辽宁等地养殖
的大海螺开始大量收获，靠近
丁字湾海域的丰城社区七口、
南芦、北芦三个村庄养殖户趁
着海螺价低时，收进大量海螺
放入海边养殖池里暂养。两三
个月后，临近春节，海鲜市场新
鲜海货匮乏，海螺奇货可居，养
殖户这时开始大量捕捞海螺，
运到市场销售。

即墨北芦村45岁的村民于
保卫是众多海螺养殖户中的一
位，这是他养殖海螺的第九个
年头，眼下临近春节，50亩养殖

池里的海螺也开始大量捕捞。
“现在一天能收获5000多斤海
螺，运到市场后供不应求。”于
保卫说，去年10月初，他和其他
村民合伙以平均每斤10元左右
的价格从河北、辽宁等地引进
20多万斤海螺养殖，现在河北、
辽宁等地因为气温低，养殖池
结冰，海螺收获期结束，当地养
殖户利用这个时间差，趁着临
近春节前市场海鲜需求旺盛时
开始收获海螺，运到市场上销
售赚取差价。

记者了解到，因为当地天
然的地理条件，海水养殖出来
的海螺味道鲜美。目前，当地海
螺养殖规模近500亩，年产量
200多万斤，成为青岛地区最大
的海螺养殖集散地。

养殖技术不当
可能会血本无归

对于海螺养殖户来说，最
大的考验就是养殖技术，如果

管理不当海螺或将全军覆没，
养殖户也会血本无归。“今年
海螺价格还算可以，除去本钱
还能有赚头。”于保卫说，海螺
收获上岸后按照大小进行分
拣，个头最大的每斤批发价达
到22元，平均下来每斤的批发
价格在16元左右，除去人工等
成本，每斤能赚3元。5个月海
螺的养殖收获期下来，他自己
投入七八十万的养殖本钱，最
后可以净赚20多万元。

据当地其他养殖户介绍，
海螺养殖风险很高，万一管理
不当可能造成海螺大面积死
亡，养殖户也会一夜之间倾家
荡产。“有个养殖户有一年投入
100多万养殖海螺，最后因为管
理不当海螺全部死亡，本钱也

打了水漂。”于保卫说，海螺养
殖风险高、成本大、劳心费神，
但是如果管理得当赶上行情好
的时候，养殖户也会赚得盆满
钵满。

冷水中作业
一天能挣150元

三九寒天气温寒冷，养殖
池里的水温只有三四度，几名
身穿防水衣的工人排成一排，
在齐腰深的养殖池里用手在水
里摸寻海螺，放入腰前系着的
塑料网兜里，网兜装满后再将
海螺倒进水面皮筏上的塑料筐
里。

“水太凉，虽然身上穿着
厚厚的衣服，头上戴着帽子，

但是人在水里不一会儿就会
冻透。”58岁的刘京年从事海
螺捕捞30多年了，虽然早已经
习惯每年这时候在冰凉的水
里捞获海螺，但是每次下水半
个小时后，还要返回岸上暖和
一会儿。

“今年天气还算暖和，池子
没有结冰，往年天气寒冷池水
结冰，更是冰冷刺骨。”刘京年
说，这么多年来，因为工作原因
他身上也落下关节疾病，每到
下雨阴天犯病时关节就会隐隐
作痛。因为工作环境条件艰苦，
他们的收入也比较可观，每天
工作六七个小时能收入150元，
但是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因
受不了这个罪许多人不愿从事
这个行业。

三三九九寒寒天天
冰冰海海捞捞螺螺
即墨养殖海螺开始上市

临近春节，有30多年海螺养殖历史的即墨田横镇近500亩海螺
开始收获，200多万斤新鲜海螺将源源不断供应海鲜市场，这里也
是青岛最大的海螺养殖集散地。春节前后，新鲜海产品匮乏，海螺
奇货可居供不应求，有的养殖户5个月就能净赚20多万元。

身穿防水衣的工人在接近零度的水中打捞海螺，虽然挣得不少，但也吃了很多苦。 本报记者 宋祖锋 摄

“孩子你在哪里，爸妈盼你
回家过年！”1月14日晚上8点，
室外的温度已经到了零下，随
着年关临近，天气越来越冷，李
萍的父母更加思念女儿，也非
常担心女儿的安全。李萍在
2016年11月13日晚上11点被车接
走后，再也没有回过家。其间李
萍曾用别人手机给家里打过两
个电话报平安，但后来就再也
联系不上了。

本报记者 王文彬

女儿被人接走

再也没有回来

“姓名：李萍，年龄：16，惠
民县孙武镇大李家村人。在
2016年11月13日晚上11点在
家被车接到滨州黄河二路渤
海六路附近，至今未归！家人
电话：15954367867。”1月13
日20点31分，网友滨州刘建
峰受李萍家人所托，发布了这
条消息。此消息一发出，牵动了

很多网友的心，不断有网友向
李萍家人提供信息，但都没能
与李萍本人联系上。

1月14日晚上8点，在李萍
家里，李萍的父亲李保奎介绍，
李萍是他的二女儿，平时爱说
爱笑，性格开朗，唯一的缺点就
是不爱学习。2015年7月，刚上
初一的李萍受不了学校的严格
管理就辍学了，在家待业的李
萍学会了上网。“家里的网线和
座机是捆绑的，有一次一个月
就交了800多块钱的话费，我就
把网给她停了。”李保奎告诉记
者，后来李萍缠着姐姐给她买

了部手机，“因为她老打电话，
我把手机也给她没收了。”

“当时不给她手机玩就好
了，她在我手机上下载了陌陌，
和一个网名叫‘小情调’的网友
聊天，就是这个人把李萍接走
的。”李保奎说起来有些后悔。
他告诉记者，李萍在2016年9月
份曾去滨州打工，在那待了十
几天就回来了，直到11月13日
晚上，李萍找父亲要手机玩。之
后记者也在李保奎的手机里陌
陌的聊天记录中看到，李萍确
实让名为“小情调”的网友来接
她。“小情调”的个人信息显示：

山东滨州，职业为学生。
就这样，在11月13日晚上，

李萍上了“小情调”的车，没想
到这一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给家打过两个电话
之后音讯全无

李萍的姐姐李蓝蓝也向
记者证实，李萍平时很爱上
网，玩游戏、聊天，另外，有了
手机之后，抱着手机能玩一
天。

“她离开家之后，曾经给家
里打过两个电话报平安，说是

在黄河二路渤海六路一家足疗
店上班了，让我们放心。”李保
奎回忆说，因为是女儿亲自打
的电话，他就放下心来，但后来
李保奎再打这个号码，接电话
的人说李萍已经不在那儿上班
了，之后就打不通了。

一天、两天、三天……寻遍
了在惠民、滨州的亲朋，也没找
到李萍，李保奎一家开始急了。

“出走时身无分文，这么多天她
到底是怎么过的？”李保奎说，
被人接走的女儿没有携带任何
生活用品。“我曾专门去滨州两
天两夜找孩子，可是没有找
到。”李保奎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保奎
的担心与日俱增。“平时我们一
家人关系很融洽，孩子也很孝
顺，这都快过年了，起码让我们
知道她在哪儿也行啊！”

“仔细算一算，已经离家出
走63天了。”李保奎不敢去想不
好的结果，只希望是孩子年轻，
愿意玩，跟朋友在外面玩够了
就会回来。“不管怎么样，她只
要回来就行。”

“吃饭都没心情，满脑子都
是孩子。”李保奎说，他从滨州
回来后就去惠民县刑警大队报
警了，也已经将寻找的范围扩
大，却仍然没有音讯。

“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那我们可怎么是好？”李保奎
说，若是有好心人看到了女儿
李萍，可及时联系他们，也希望
好心人告诉李萍，让她早点回
家，父母在等着她回家过年。

李萍（左图）离家之后，她的父母（右图）一直愁眉不展，盼着孩子能早点回来。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摄

本报记者 宋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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