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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周婉怡/文
毛朝青/图） 天气的心思你
别猜，不知道下一秒是晴
还是雨。最近，雨的踪迹
难以“揣测”，接下来几天，
出行也要随身携带雨具，
并且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

报和预警信息。
16日—17日，我省多云

到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
中到大雨，中南部地区有分
散性暴雨，随着降雨增多，高
温强度逐渐减弱，最高气温
在31℃~34℃之间。

福州地区，接下来三天
雨水继续登场。16日—18
日，有小到中雨，并且可能
伴有雷电，高温降至34℃左
右，加上雨水的影响，体感
不像前段时间那样酷热难
耐。

雨水登场“逼退”高温

16日 大雨转多云 28℃~34℃
17日 中雨转多云 28℃~33℃
18日 中雨转多云 27℃~34℃

鱼儿和船都需要休
养生息。从 5 月 1 日开始
的伏季休渔期，是渔民们
的“暑假”，但“暑假”里渔
民们并没有闲着躺平：把
船上的网具整理上岸，用
十来天补渔网，再对船上
的机械维护保养，最后再
前往定点的地方为整艘
渔船进行油漆保养。前

前后后需要花一个多月
时间，一艘中型渔船在保
养 上 就 要 支 出 十 余 万
元。勤快点的渔民，也会
趁着休渔季打点小工，喂
喂鲍鱼，运运菜，为家人
补贴点家用。

除了连江本地人，也
有不少船员来自江西、湖
南、河南等地。李嵩指了

指路灯杆上的一个小广告
牌，上面写着“我找工作，
熟手找虾米船”，下面是电
话号码，“这就是船员们找
工作的简历，这个找工作
的人是虾米捕捞船上的熟
手”。

“ 我 们 赶 上 了 好 时
代。”回顾自己这么些年的
渔业生涯，李嵩说道。休

渔季旨在有效保护海洋生
物的产卵群体和幼生群
体，以利于渔业生态改
善。“以发展的眼光看，它
也真正促进了渔业生产更
稳定可持续的收入。”三个
半月的“暑假”结束，李嵩
的船队又将在开渔季踏上
征途，“这是我们渔民一年
真正的‘新开始’”。

三个半月的“暑假”结束，连江吹响开渔号角

听“船老大”说开渔故事
N海都记者 吴雪薇 吴诗榕/文 实习生 黄丹琳/图

从5月1日起，我省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在
经历了三个半月的“暑假”后，8月16日休渔期结束，渔
民迎来开渔。

福州连江县苔菉国家中心渔港再次迎来繁忙的
景象——渔民们挤满了港口狭窄的道路。对于靠海
吃海的连江渔民来说，“暑期”结束，属于他们的“丰收
季”就要来了！

渔船开航前，要做哪些准备？渔民们又有什么样的
期待？在正式开渔前，8月14日，海都记者探访了苔菉一
支近海捕捞船队的船老板李嵩，听他讲述开渔的故事。

“加冰、加水、加油，都是
渔船开航前重要的事。”李嵩
说。冰块是保存渔获的重要
手段，因此，开航前给渔船加
冰是渔民们最经常提起的事
情。使用的时候，冰块被装
在一种浅浅的塑料箱里，这
种塑料箱被叫作“冰盘”，先
铺上 10厘米厚的冰，再铺上
20厘米的货，最后再盖上 10
厘米的冰。为什么不使用深
一点的箱子？李嵩解释，渔
获量大，如果一次在箱子里
装得过多，层层叠压，渔获便
会烂掉。

开渔前的渔港，到处都
叠放着小山一样等待装船的
冰盘，就连用来垫冰盘的木
条，都需要用小货车来拉。
冰盘的装载以负责将渔获运
回港的收鲜运输船为多，捕
捞渔船则会将更多一点空间
留给渔网。

漂泊在茫茫海上，淡水
是人体生存最不可少的物
资，所以开航前加水，也是一
项很重要的工作。“淡水、食
物，都需要准备。”李嵩说，船
员们搬运矿泉水，一次便从
港口的批发店搬上船几百

箱。一艘机械规范化生产的
近海捕捞渔船补给伙食，一
次的成本三万至五万元，“船
长、轮机长、甲板长，管着三
四个船员，一漂出去好几天，
什么时候回来要看天气”，因
此，备够七八个劳动力尽可
能长期的伙食，是维系生产
的重中之重。

人吃饱，船也得吃饱。
船的补给是柴油，油罐车总
是在夜里悄悄地来，以免在
白天堵塞道路，耽误了繁忙
水手的活计。一辆装载 50
吨的油罐车，每天十几二十
辆地开往港口，这样的景象
在开渔前的港口总要持续半
个月。

早些时候，苔菉的内港
停满了大大小小、彩旗招展
的近海渔船，犹如一个水上
小镇。但临近开渔，港口的
街道愈发繁忙，内港的渔船
却都不见了踪影。“它们都
收 拾 停 当 ，开 到 外 面 去
了。”顺着李嵩手指的方向
看去，一艘艘装载满满物资
的渔船高耸着船头昂扬排
列，如同城外即将出征的军
队。

“70后”“老船长”李嵩
是连江的“渔三代”。“我的
父亲、爷爷都是船长。”21
世纪初，17岁的李嵩决定
回到家乡，凭着敢闯敢拼
的精神，子承父业成为船
长。彼时没有现在的机械
铁壳船，李嵩驾驶仅能容
纳四五个人的木船，追逐
潮汐，以桩网捕鱼。

由于潮汐起伏不定，
而出海最佳时间为满潮、
低潮时，渔民常常是凌晨
1 时出海，每天来回三四
趟，一天睡不了五个小
时。“比起现在围网、拖网，
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船
队，以前累多了。”李嵩的
妻子杨姐也说，那时的冬
天很冷，严寒中，李嵩泡水
的手常年开裂，被渔网、冰
盘勒得手指僵硬发紫，她
看着很心疼。男人外出捕
鱼，女人们则负责把捕来
的渔获拿出去卖掉，“一家
人就是一个小渔业公司”。

从小船换成大船，从
木质小船到铁壳渔船，从
一条船到如今拥有 3艘运
输船与 8艘捕捞船的专业
船队，34 岁那年，李嵩逐
渐转为幕后管理者，将自
己的经验和智慧投入到渔
业公司的运营和管理中，
不断地引进新的技术与设
备，形成前端捕鱼、运输，
后端渔货销售的一体化产
业链。

捕捞船出海后两三
天，运输船紧随其后出发，
为渔船送去物资给养，同
时带回最新鲜的渔获，李
嵩再将它们销往福州马
尾，送到市民的餐桌上。

“如今的渔船出海一趟前
往闽东渔场，可以连续捕
捞很多天，直到天候不好
时再返回。”船长们各司其
职，船员们也靠技术领回
稳定的工资，不再单打独
斗，“靠天吃饭”的比例也
会小许多。

“暑假”里 渔民也会搞点副业

福州市区
今起三天天气

加冰加水加油 人吃饱船也得吃饱

从木舟到铁壳船“渔三代”的传承与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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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们通过摆渡船来来回回，往渔船上搬运物资

开渔季的渔港，处处都可看到成堆的冰盘

李嵩（右二）公司的办事处，也是他的“船长之家”，船
长们没事都来找他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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