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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休渔期结束
渔民忙碌盼丰收

开海第一天，渔民们正在准备
出海所需要的物品，46岁的老陈就
是其中之一。黝黑的皮肤，削瘦的
身材，从事捕鱼业二十多年的他，从
父辈那一代开始，他的家族就一直
在海上闯荡。家里有六个兄弟，除
了一人从事教师行业之外，其余五
个都当了渔民，是地地道道的“渔民
之家”。

这样的夜晚，对老陈来说并不
陌生，淡水、食物、GPS、雷达、救生
衣、对讲机、卫星导航……他事无巨
细地准备着这一切，三个月的休渔
期终于结束了，大家都期待在开海
这一天都能有一个好收成。

为了准备出海所需要的食物
和蔬菜，凌晨两点半，老陈和他的妻
子就起床了，将饭菜加热后，装在一
个铁质饭盒里，这就是他们的早
餐。记者发现，饭菜里只有一点蔬
菜，几块鱼。

老陈说，因为要料理船上的事
情，所以平时非常繁忙，一日三餐
都是“应付一下”。每天带到船上
的饭菜要提前准备好，一般都是前
一天晚上吃剩下的海鲜和蔬菜，偶
尔也带一些饼干、甘蔗等充饥解渴
的食物。

本报讯 凌晨 3 时，人们
已进入梦乡，对于临高县调楼
镇抱才村的渔民们来说，这是
一天捕鱼工作的开始。16 日
凌晨3时，在经历了长达三个
月的休渔期之后，调楼镇抱才
村50艘小渔船准备扬帆启程，
开始他们“向大海讨生活”之
路。十多个小时的海上作业，
老陈带回的海鲜都是新鲜货。

实习生 杨玉径
记者罗晓宁 文/图

凌晨3时许，渔船结伴出海了，夜幕笼罩
下的大海，显得格外地寂寥，环顾四周，只有
发动机的轰鸣声。港口前的小船显得格外地
平静，出港后，海上的风浪渐渐大了起来，船
身的晃动也开始变得剧烈。由于是第一次凌
晨3点随船出海，记者开始感到头晕不适，而
老陈和他的妻子早已适应了这一切。

老陈的妻子钟女士说，“我一开始跟
着老陈出海也晕船，风平浪静的时候还好，
一旦遇到大风大浪，就会晕船，浑身难受。”

老陈家这艘长9米、宽3米的小船就是
全家人的希望，船上只有老陈和妻子两个
人，老陈除了要掌握航线指挥外，还要观察
和避让穿梭在航线中的船舶，随时注意渔船

的排水情况。
经过一个小时的航行，渔船终于到达

了指定海域，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老陈熟
练地撒下了开海后的第一网。

凌晨4时，老陈夫妇陆续将网撒入大
海。老陈说，每天要撒约80张网，分四块区
域进行，每块区域撒20张。夫妻俩分工合
作，妻子将网一点点地撒入海中，老陈负责
操作发动机倒退船只。只有将20张网全部
撒入大海中，才能休息几分钟。之后他们又
要开船到几百米以外的区域继续重复同样
的操作。每一次的撒网过程，都被卫星导航
描绘成了一条直线。一个半小时后，80张
网被顺利撒入大海中。

繁忙 夫妻协作，一个半小时撒80张渔网

凌晨5时左右，老陈夫妇将船锚抛入
海中，固定好船只后，打算去卧舱小睡一会，
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再将网收回来。这个
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卧舱，就是他们短暂
休息的地方，里面除了一些发动机零件外，
还放着两件救生衣、一个卫星导航、几件旧
的换洗衣服。

“虽然地方比较小，两个人挤着有一点
勉强，但在作业劳累之际有一个休息的地
方，已经很不错了。”老陈笑着说。

天亮了，太阳升起来了，老陈起床准备
吃早餐，之后，便把船开到标记撒网的地方
开始收网。让记者感到奇怪的是，老陈并没
有使用拉网机来收网，而是选择了人工操

作，毕竟人力拉网总是比机器费力很多。
老陈说，“是否使用拉网机进行收网，要

根据撒网的海域而定，如果把网放在泥沙比
较多的地方，对网的损害比较小，这种情况
下，我们一般都用拉网机来收网。放在暗礁
处的网则需要人工收网，否则，稍有不慎渔
网就会被划破，损失就大了。”

老陈说，如果遇到台风天或者大雾天
气，渔民们就不出海，即便如此，一天中，有
16个小时要在船上忙碌：清理网里的异物、
修理船上破损的零件……除了中午12点左
右回到岸上吃午饭、晚上9点回去休息外，
都要在船上干活，有时收工晚了，就干脆在
船上睡觉。

拼搏 补网、修船……不出海也在船上干活

前几网的收获并不是很理想，老陈的
面部表情突然变得凝重起来。他说，“每次
出海前都要准备很多东西，成本很高，仅是
油费，就要花掉百余元，如果一整天没有收
成，就亏大了。”

连续作业4个小时后，收获了两斤爬
虾、一斤八蛸、四十只螃蟹等，老陈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说，现在的

爬虾和螃蟹还卖不上价钱，花蟹价格相
对比较高，但是捕捞量比较少，也是卖
得最快的，一般刚捕捞上来就被预订
了。

老陈说，一年中赚钱最多的时候，一
个月能赚万把块，随着台风天的到来，小
渔船出海的机会就变少起来。而休渔期
内，还要靠打零工来补贴家用。

惊喜 螃蟹、爬虾、八蛸 作业4小时终有收获

盼头
相隔12年的全家福
流走的是岁月
留下的是幸福

老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三个
孩子都在上大学，平时孩子们学业繁
忙，所以只有放假才能回家，但他们
每个月都会打电话向父母嘘寒问暖。

在说话的间隙，老陈拿出了两张
全家福，“ 第一张是大女儿10岁的时
候拍的，第二张是去年拍的，那个时
候大女儿22岁。两张全家福之间相
隔了12年。”两张全家福上，老陈一
家人都洋溢着笑容。

“虽然捕鱼辛苦，我们趁着还没
老，还能再干几年，等孩子们大学毕
业了，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地工作
了。想到这里，就觉得生活充满了盼
头，干活也更有劲了。”老陈笑着说。

出路
造大船赚大钱
渔家小镇闯新路

临高县调楼镇抱才村党委书记
王冠辉说，长期以来，临高县调楼镇
抱才村村民守着几十艘“老掉牙”的
小船在浅海作业，不甘落后的他提出
了新目标：“我们抱才村要造大船闯
深海，赚大钱！”

王冠辉奔波于渔民之间，发动渔
民合股造大船，向银行争取贷款，并
带头合股造大船。王冠辉说，抱才村
是一个纯渔业村，一半党员以务渔为
生，常年在海上生产。王冠辉提出成
立海上流动党支部的想法，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支持。海上流动党支部成立
后，渔民在海上生产有了主心骨。流
动党支部在海上求援，外地维权，调解
矛盾等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渔民准备出海捕捞渔民准备出海捕捞

渔民在船上织网渔民在船上织网

寅时 3:00-5:00

凌晨3点,记者跟随渔民出海,记录渔民夫妻深夜劳作

海上捕鱼一个半小时撒80张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