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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潍坊被列入

国家级蓝色战略，

已半年有余，时间

虽然短暂，却足以

让潍坊的北部沿海

发生一些改变，透

过这些变化，也许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潍坊北部沿海发展

的蓝图和前景。

从 29 日起，

由本报和乾隆杯酒

业共同主办的“听

海——— 秋走潍坊海

岸线”大型采风活

动正式启动，本报

记者将在接下来一

周的时间里，为读

者全景展现潍坊

143 公里海岸线上

的传统积淀和华丽

转身。

沿线采风，

听海的声音

三代人眼中的小清河
杨志波：57 岁

我是土生土长的羊口人，60 年代的

小清河和他的名字一样透明，在肆无忌

惮年纪，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跟伙伴们到

河里捕鱼，一指多长的小鲈鱼成群结队

的在眼前游来游去，一网下去就能捞不

少，螃蟹秧子、梭鱼、小银鱼、米虾也是渔

网里的“常客”。

那时的小清河就是羊口人的“水

井”，家家户户都是拎着水桶到河里打

水。直到 1970 年左右，羊口人还在喝小

清河的水。

单提峰：34 岁

小清河自 1983 年始，由于上游工厂

排污严重，水质逐步由清变黄变黑，生物

全部死亡 .。

那一年，我 16 岁。在我的记忆中，小

清河原本的模样已逐渐成碎片及模糊，

体会更深的是一天天的“变味”，河里的

水变脏了，河里的鱼变少了，上游的排污

使得小清河成了“酱油河”，“最严重的时

候，河水就跟废弃的柴油一个颜色”，离

岸很远，就会被一股臭味熏得头疼，小清

河让羊口人越来越陌生，越来越远。

丁少磊：23 岁

我脑海中残存的最多的关于小清河

的记忆，也是父辈口中常道的“小清河要整

治了”，抑或是新闻上频繁的报道。

2005 年，山东省对小清河彻底整

治。到 2009 年的 7 月 1 日，小清河沿岸

一切排污单位都须在排污口建造一个

生物池，做到“鱼不死”才能对外排放。

2009 年夏天，再次来到小清河旁

时，昔日的“酱油河”里重新出现了螃蟹

和光鱼、梭子鱼，在隔了 17 年之后，小

清河里又重新有了鱼的踪迹。

◎讲述：

上海有黄浦江 羊口有小清河

坐河望海的繁华小镇
时代在变，这里的风貌不变

齐鲁船老大的坚守岁月

寿光羊口，在外地人眼中，是个海

边小镇，会有秀丽广袤的海景，会有刚
从渔船上卸下却活蹦乱跳的海鲜，其

实，羊口镇区距离真正的大海还有 18

公里，而这段距离却常常被外人忽略。

只是因为小清河，它将羊口人与大海连

成了一体。

潍坊海岸线由此开始

羊口镇地处鲁北冲积平原，北部是

富饶广阔的滩涂，南部是星罗棋布的盐

田，小清河横贯西东，穿区东去。

受潮汐影响，海岸涨潮时一片汪

洋，落潮时沙滩茫茫。

今年 42 岁的牛海波，是土生土长

的羊口人。27 日下午，牛海波带领我们

沿羊口老码头，驱车直下，踏上了采风
第一站——— 小清河入海口。

行驶在今年刚刚建成通车的渤海

大道上，牛海波指着路两旁正在建设中

成片的厂房说，去年寿北开发项目启动

之前，这两旁仍是满眼的滩涂及盐田。

路边绵延壮阔的防潮大坝外，由于

正值退潮时，水位偏低，漫漫海水退去，

眼前是一片未经雕琢、“原汁原味”的生

态湿地。纵横的水洼、成丛簇立的芦苇，

各种翻飞起舞的野生鸟类。

极目远望，因正值休渔期，零星的

货船在海天一线处缓缓移动。

海河交汇处，原本略显狭窄的小清

河豁然开阔，眼前碧海蓝天，一眼望不
到边。

这正是小清河的入海口，潍坊海岸

线的起点。

羊口人的“黄浦江”

羊口人临河而居、牧海为生。正是

小清河，成全了羊口的富海。小清河起

源于济南，流经诸多城市后，在羊口入

海。清朝末期，河道大范围疏通后，统称

小清河，当时河长 250 多公里。

“羊口的航运和捕鱼事业盛极一时

是在胶济铁路修成前，彼时，满载货

物的商船经由河道，在渤海湾与内地

城市之间穿梭，羊口成为重要的中转
站。”面对眼前的洋口港，牛海波滔
滔不绝地说着，当年听老人回忆中的

羊口港的昔日繁华。

不仅如此，多少年来，小清河兼

有饮用水源、渔业生产等重要的价

值。

小清河之于羊口，就如同黄浦江

之于上海。

现在，羊口虽是一个海边小镇，

可无论在羊口人自己及外地人眼中，

羊口的海能成为“富海”，其中不得

不说，小清河功不可没。从最初迫于生

计来此捕鱼、晒盐者，直到现在，羊口

港上来自天南海北、操着不同口音的渔

民。只要肯干，就不愁没钱赚。

自古以来，渔业便是羊口镇

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里拥有山东

省规模最大、效益最高的捕捞船

队，素有“齐鲁船老大”之称。世世

代代的羊口人面对同一片大海，

靠海而渔，享受大海的馈赠。

对于大海，羊口人依附，眷

恋，更有敬畏。因为懂海，羊口人

乐于谈海。

现在，当越来越多沿海地区
将目光转向第三产业，纷纷上马

滨海娱乐项目的今天，齐鲁船老

大仍然坚守着日出扬帆，日落归

港的捕捞生活。

必需品都用鱼来换

羊口人的捕鱼历史可以追溯

到唐朝，传说唐王李世民时代，边

防兵营就开始在小清河以北驻
扎，后来稀疏的渔民开始慢慢聚

集到此。在这千年的岁月里，王朝

更替似乎没有改变什么，羊口人

面对的是同样的大海，延续父辈

走过的路。

1864年，羊口开始设港通商，

从此之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渔民以渔为生，就像农民种田

一样，大海是渔民的“土地”，木船
是最重要的家当，需要生活必需

品时，几乎都是拿鱼换来的。

一百多年后，似乎才有了直

观的变化。

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海

1978 年，21 岁的黄涛第一
次出海，脚下是一条 20 马力的

机动船。直到那时，海上还时常

能看到借助风帆行驶的木帆
船。渔民出海，除了捕捞归来，

一般是无风不回，连续待在海

上的时间，少则三天五天，多则

十天半月。

跟如今相比，那时的鱼数

量多，个头也大。在黄涛记忆
中，当时的渤海湾还没有那么

多船，基本上每次出海都能满

载而归。现在船却越来越多，

300 马力、600 马力甚至 800 马

力的船不断入海，动辄就是几

万斤的捕获量，而近海的鱼也
随之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黄涛的同龄人大多数都有

下海捕鱼的经历，即便离开了海，

从事的也是与海有关的事业。

新生代里不下海的“渔民”

“渔民之家”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27 日，拥有近海捕捞船
366 艘，入会会员 276 人，而他

们都跟孙效宝一样，他们有属

于自己的船，自称渔民，却从未

出过海。“我们是船老板，而并
非船老大”。

现年 5 0 岁的孙效宝在
1982 年之前，一直在盐场工

作。 1982 年，羊口实行第二

次包产到户。当时孙效宝就有

了直接下海的想法，他要去外

面闯闯。

而正是从那一年起，孙效
宝在全国沿海城市做起了水产
生意。他说，全国水产品市

场，没有没去过的地方。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孙效
宝有资本了，于 1999 年买了

羊口港上的第一艘小型钢壳

船，自己只需出船出钱，然后

雇人出海。

堪比过年的

祭海仪式
羊口祭海由来已久，自羊口开

埠以来，迁移到小清河南岸的渔民

家庭便开始举行仪式，为了祈求河

神、海神、龙王、天妃、船神等诸神，

保佑自己的船只平平安安、满载鱼

虾而归。

每年正月十六，家家户户都会

蒸好大饽饽，备好种类繁多的供品，

包括鸡、鱼、肉、菜及水果烟酒等，还

要提着亲手扎制河灯、海灯，赶到小
清河边，烧香敬酒，跪拜叩首，鸣放

鞭炮，祷告祈福，释放河灯。

开海祭海节典礼上，天妃娘娘

的神像一定要供奉，也有羊口人称

她为海神娘娘，在一些地方，也叫妈

祖。妈祖是世代羊口人出海时，都要
随船供奉的神明，她可以保佑渔船
一路平安，满载而归。在羊口渔民的

家里，经常能看到跟妈祖有关的供

奉和装饰。

在羊口镇刚刚建成的滨海植物

园内，矗立着一座庄重的汉白玉妈

祖像，于今年 7 月份开光。三层石阶

之上的神像高九米，眺望着北面的

小清河及渤海湾。妈祖用她的宽厚

仁慈，保佑着这方对海满含依恋与

敬畏之心的渔民。

66 岁的常明辉老人，有着 20 多年的打渔经验。 晒好渔网，准备“开渔”。

2011 年春节的祭海仪式。

通讯员 孙效宝 摄

本版稿件由董惠

郑雷 张浩 联合采写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羊口渔港的捕捞船队规模庞大、门类

齐全，素有“齐鲁船老大”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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