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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了四个月终于开海，为何这个码头出海渔船却少了1/3？

出海未必挣到钱 出不出海都为难

于泊升 杜春娜
实习生 郑昭言 济南报道

第一口“鲜”悄然而至

今年是王会经历的第十七个
开海日。销售海鲜17年来，王会每
年都不会缺席开海这个大日子。
作为济南海鲜大市场的老牌水产
批发商，每逢山东沿海开海，王会
都会到海边亲眼见证千帆竞发的
大场面，今年也不例外。

“海鲜到济南了吗？”9月2日
晚10时30分左右，距离山东沿海
开海已经过去近36小时，王会在
日照精挑细选的第一批海鲜马上
要抵达济南。尽管已经有了很多
次的经验，但每一次，王会还是迫
不及待地联系济南的员工，了解
这一车海鲜的动态。

2日晚11时左右，寂静的夜空
被汽笛声划破，王会翘首以盼的
第一口“鲜”终于到了济南。不过，
此时的王会还在日照。得知海鲜

终于到了的消息，他也终于松了
口气。

鲅鱼、带鱼、鲳鱼……货车带
来了丰收的喜悦，王会的员工们
也开始了忙碌。来不及犹豫，当汽
车停下时，王会水产店的一名员
工一大步跨到车厢上，同其他人
一起，把一筐筐的海鲜抬下车。

闻讯而来的商户们早早地等
在车前。“知道今晚会来山东开海
后的第一批海鲜，我特意早来批
发海鲜，不然抢不上海鲜了。”一
名海鲜批发商说道。“我要3条大
鲅鱼”“给我一筐这个鱼”……看
见鲜美的鱼类产品，商家蜂拥而
至，七嘴八舌地喊着，挑选着心仪
的海鲜。

往往，在商家选择海鲜种类
后，工作人员便抬起一筐海鲜，轻
手轻脚地放到秤上，丝毫不敢懈

怠。经历了一连串的流程后，一笔
交易才算完成，商家们终于心满
意足地离开了。

像是这样繁忙的夜晚，王会
水产店的一名员工说，他们已经
经历了成千上百次，但开海后的
夜晚会有些变化。“开海后来的第
一批海鲜大家也比较关注，比平
时要更忙一些。”王会水产店一位
员工说道。

在王会家接收第一口“鲜”的
时候，其他商户也没闲着，催订
单、找货源、联系采购商，开海对
于他们来说就像是过年，大家忙
得不亦乐乎。看到别人家已经来
了第一车，不少商户着急起来，不
甘位居人后。“明天必须把海鲜拉
回来，不管有多少。”一位海鲜商
户决定第二天一早亲自去海边催
货。

本地海鲜将源源不断

王会2日晚收到了今年开海
后的第一批海鲜，也正是从这一
刻起，济南海鲜市场迎来了一年
中的新阶段：本地海鲜源源不断
进入市场。

“盼望着，盼望着，第一车货
终于来了。”开海后，鲁海农业集
团济南总经理吕智军的心里多少
有些忐忑，今年开海遇到风浪，原
计划1日夜间就能运到济南的第
一批海鲜比平常来得要晚一些。

“莱州怎么样，东营出货多
吗，潍坊有回来的吗？”这两天，吕
智军一直在关注沿海秋捕的情
况，不停地联系自己熟悉的渔船。
去年9月2日凌晨2时左右，吕智军
便收到了从东营运来的螃蟹。今

年的情况有些出人意料。“今年山
东开海，海上迎来大风，这对海鲜
捕捞也有影响。”吕智军想，不管
如何，也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海鲜
拉回来，送到济南市民的餐桌。

“我们的货源比较广，本地的
除了东营、潍坊，烟台、威海都有
合作的渔船。”东边不亮西边亮，
东营的货到不了，吕智军把目光
放在了自己的大本营——— 烟台。

“几十年前从烟台来济南做
海鲜生意，老家也是我重要的货
源地。”3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当
满载着螃蟹的货车缓缓停在海鲜
店门口时，吕智军悬着的一颗心
放了下来，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情，跳上车厢，瞧一瞧螃蟹的状
况。“车从莱州出发，螃蟹有1800
斤左右。”吕智军感叹道，“第一车
海鲜终于来了。”

9月3日，开海后的本地海鲜
多了起来，一车车从黄渤海域沿
海出发的货车，进入济南后直奔
海鲜大市场，这些海鲜将从这里
走向市民餐桌。

文/片 刘震 青岛报道

工资油价都涨了
鳗鱼收购价却在降

东营渔港（因附近有东营村
而得名）位于胶州市东南部，在
胶州湾西北岸、大沽河入海口5公
里处。此地自古就是胶州湾北部
重要的渔船出海口，至今仍是胶
州、城阳两地部分渔民的重要渔
港。从5月1日封海到9月1日开海，
大海一直是渔民的期望和牵挂。

55岁的老船长柳绪臣是青岛
胶州市马家辛庄村村民，从20岁
上船起，老柳已经在大海上干了
整整35年，从船员到船长，用他的
话说“哪里有鱼用鼻子都能闻出
来”。可35年来，见惯了大风大浪的
老柳，却从未像现在这般充满无
力感，原因很简单——— 赚不到钱。

老柳用2019年和2024年的数
据做了一下对比，船员工资从每
月 7 0 0 0 — 8 0 0 0 元 上 涨 到 了
10000—12000元；柴油从每吨
5000—6000元上涨到了7000—
8000元，渔船运行成本大幅度上
升。而与之相对的是，主产品鳗鱼
价格大幅下降，从2019年的每斤
收购价17—18元下降到了现在的
9—10元。此外，政府补贴也由燃
油补贴时代的每艘船每年30万—
40万元降到了现在约10万元。

此消彼长，渔民收入下降，
自然无法吸引年轻人。以马家辛
庄村为例，该村在近海捕捞业最
巅峰的2015年前后有渔民30余
人，但从此之后逐年减少且没有
年轻人加入，现在坚持在一线的
都是50岁左右的老渔民。“我们这
帮老船长的孩子没有一个干船
的。太吃苦了，也没前途，现在船
上稍微年轻一点的几乎全是外

地人，本地人没有45岁以下的。”
老柳说。

渔民没定价权
只有1/3的渔船能赚钱

东营码头共有登记渔船270
余艘，赚钱的“船老大”有多少
呢？青岛鑫海渔业有限公司副经
理隋栋给出的答案为“三分之
一”。该公司有渔船十余艘，赚
钱、保本和亏损的数量基本各占
三分之一。据隋栋观察，“三分之
一赚钱”定律基本可以套用到整
个码头的船只。

除了运营成本上升之外，没
有主产品的定价权也是重要原因
之一。东营码头的渔船主要分为
两类：拖网船和流刺网船。拖网主
要捕捞的是带鱼、鲅鱼、鲳鱼、银
鱼等鱼类，而流刺网主要捕捞鳗

鱼，鳗鱼也是东营码头渔民最主
要的捕捞对象之一。2023年，东营
码头共有鳗鱼捕捞船100余艘，总
捕捞量约为5000吨，超过80%出
口日本，但由于销路单一，且周边
缺少鳗鱼深加工企业，导致渔民
们一直没有鳗鱼定价权，久而久
之逐渐形成了买方市场。近年来，
海捕鳗鱼的价格持续走低，从最
高时的收购价每斤30多元下降到
了现在的每斤10元，这让不少鳗
鱼捕捞船出海动力不足。“其实我
们捕捞的鳗鱼都在北纬35度以
北，这个水域的鳗鱼是最好吃的，
被称为‘黄金鳗’，只是国内市场
不太认可，一旦出口价格上不去，
渔民就没有太多办法。”胶州市海
洋发展服务中心渔政渔港科科长
崔永介绍。

根据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胶
州办事处的统计数据，2023年东

营码头的船只购买保险的保费总
额达1900万元，而今年截止到目
前才刚刚突破千万元，较去年大
幅度降低。根据码头统计，申请出
海的船只也仅有160余艘，较往年
同样大幅度减少，虽然已经开海，
但很多渔民依然在踌躇观望。

海上漂了半辈子
“船老大”转型难

资料显示，为了促进海洋经
济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
持政策，包括财政补贴、低息贷
款、税收优惠等措施。自上世纪
末以来，中国渔业发展迅速，渔
船总数在2015年前后达到巅峰，
总数超过百万艘。为促进渔业持
续健康发展，从2015年开始，国家
对渔业补贴政策进行了改革调
整，逐年缩减补贴，淘汰了大量

老旧渔船，并计划用补贴渔船的
资金来帮助一些渔民进行转产。

多年实践下来，胶州东营码
头的渔民转产并不顺利，有些渔
民也尝试过转向水产养殖等行
业，但由于渔民年龄普遍偏大，
文化程度较低，很多人一辈子都
在渔船上谋生，转产难度极大。
所以，转产成功的案例少之又
少，很多人短暂转行之后极度不
适应，最终还是回到了船上，也
有部分条件稍好的渔民选择了
提前退休。37岁的郑亚伟是东营
码头附近东营村的村民，东营村
过去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渔村，几
乎家家户户都是渔民，但自从
2019年拆迁之后，渔民数量骤减。
“我的叔叔、大伯、舅舅原先都是
渔民，可是拆迁之后都把船卖
了，提前退休，这个活儿太苦
了。”郑亚伟说。

除提前退休和少数转产成
功的渔民，更多没能力转产、不
愿意转产的渔民只能选择继续
守护这片渔场。“庄稼不收年年
种。虽然出海不一定能挣到钱，
但不出海一定亏。”柳绪臣说，渔
船放在港里每年的费用也要10
多万元，不出海就只能卖船，所
以他们一直坚守着，每年都坚持
出海拼一拼运气。

“船老大们”出海动力不足，
这已经引起海洋渔业部门的重
视。胶州市海洋发展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针对近年来鳗鱼
收购价格较低的现状，青岛、胶
州两级海洋渔业部门正在想办
法帮助渔民开拓内销市场。具体
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联系青岛当
地餐饮协会、对接外地鳗鱼加工
企业、计划举办鳗鱼展销会等。

“我们本月还将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对策，尽快帮渔民解决困难。”
该负责人说。

2024年的第一批海鲜，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开海36小时后，来自日照的第一网“鲜”到达济南
“货来啦！”“来货啦！”9月2日23时，一声声吆喝打破了济南海鲜大市场的宁静，等候多时的海鲜商户一

拥而上，迎接第一口“鲜”。9月1日12时，黄渤海正式开海，沿海渔民和内陆海鲜商迎来了大日子。在经历了
近36小时后，来自山东日照的第一网“鲜”来到了济南海鲜大市场。

每年9月1日开
海，胶州的东营码
头上千帆竞发，出
港捕鱼的船百米起
跑般齐头并进，冲
向大海，好不热闹。
今年情况有点不大
一样，截至9月2日
下午，码头内申请
出海的船只仅160
余艘，比去年减少
约三分之一。记者
了解到，近海捕捞
业费用变高、产量
减少、收购价低等
多种因素影响，让
曾经“生猛无比”的

“船老大们”有些踌
躇不前。

尽管未必能挣到钱，但是渔民们仍然准备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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