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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春波本报记者 史春波

“突突突”，渔船的马达声响起，这是码头

最熟悉的声音。只是，今年冬天，码头上戴着

各色手套和帽子的工人变多了。

“来，快点”，即使是在当下的腊月天，一

身热气的王友汉也用不着穿羽绒服，催着工

友把装满鱼的白色箱子递给他。“今年忙多

了。”他甚至不想浪费时间和记者多说话。

在他们的不远处，渔网上晒满了鱼干，不

少渔民正趁着冬天的晴冷天气抓紧剖鱼、晒鱼

干，成为一道景观。和往年相比，台州温岭石塘

小沙头村的码头显得特别热闹和忙碌。而东海

渔业资源的衰竭，曾让这个渔村一度变得冷清。

就从这个浙江东部沿海最普通的码头出

发，我们开始这场寻鱼之问——东海这条

“鱼”，到底怎样了？

首先回答这个问号的，是一封信。

钱报发出“东海无鱼”之叹三年后，记者再访沿海渔码头

东海这条“鱼”，现在可好
好消息：到2016年底，东海渔场渔业资源首次出现恢复迹象

“产量好不好，让我怎么说呢？”一位皮肤黝黑的渔民陷入了短短的思量。

在小沙头村，记者见到了村民郭文标。他是省人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打了

一辈子鱼的渔民。在渔区，热心正直的郭文标威信很高。

“先说一封信吧”，郭文标打开话匣。就在前些天，渔民们托郭文标带一封信，

交给他们的主管单位——台州市海洋渔业局。信上有几十位渔民的签名，鲜红的

指印特别醒目。“首次出现恢复性增长”，在信上，钱报记者看到这么一句。

而三年前，郭文标也帮渔民们带过一封信，那时，钱江晚报刚刚发出“东海

无鱼”的呼唤。渔民们写信呼吁：“东海已无鱼，为了下一代，延长禁渔期!”

“三年前，我是焦虑，今年则是欣慰。”郭文标说。这三年来，郭文标和他的

渔民兄弟们看到了政府的作为，这些努力已经有了效果。“渔民们和我说，今年

的产量很不错。”为了表达喜悦和感谢，上个月，他们又找到了郭文标带信。“我们在

渔业生产中首次发现，东海渔场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特别是一些鱼种在数量上出现

了明显增长，给我们大部分渔老大带来了丰收。我们心情比较高兴。”信上这么说。

“比去年好！我们运的数量比去年多，我们冰鲜船装不及，来不及。”老渔

民陈子春说。渔业资源的恢复迹象，在郭文标看来，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

渔场复兴的希望。”

两封信的故事：看到了渔场复兴的希望

信上说的渔业资源有多少好转？渔民的产量具体怎么样？从小沙头村出

发，我们在夜色里又来到了松门镇。这是浙东沿海的渔业重镇，三年来，从发

出“东海无鱼”到“东海护鱼”，我们曾多次来到这里采访。

我们找到了李兴福，他是当地最大渔业公司的负责人，公司有三百来艘各

种类型的渔船，规模颇大。“这个年，应该可以过得更好些了。”李兴福笑着说，

今年渔民普遍丰收。怎么个好法？他举了个例子，往年，一艘船到现在这个时

候打到的鱼能卖一百来万元，今年特别好，要多三四十万元。

哪些鱼产量好了？他举例说，鲳鱼和带鱼，变化特别明显。“像我们的流刺

网渔船，前几年出去，根本捕不到带鱼，现在能捕到几百斤。”

另一种作业类型，围网船的产量也不错。“这两三年当中，2016 年产量大

网头最多，以前一夜 1000 多担算大网头了，现在好的 3000 到 4000 担。应该

说，渔业资源有了恢复性好转。”和渔民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李兴福判断。

颜可青，是我们的老朋友，为了渔民利益，他和韩国政府打官司，为了保护

资源，他多次出面呼吁和建议。和三年前相比，满是忧虑的颜可青已经卖掉自

己的捕捞船，做起了运输船的生意。他的船，现在就在海上跑，接运渔获物，最

多的是青占鱼。他说去年的生意是最好的：“青占鱼太多了，一网下去就能拉

到两三百吨，而且这样的船不在少数。”

渔民：这个年有望过得更好些

渔民们说鱼多了，资源有了恢复迹象，那官方的说法如何？

离开松门镇，记者又联系了海洋渔业主管部门。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公

布的统计数据，印证了渔民们的说法。数据显示，2016 年 1-11 月，浙江渔场

的主要经济鱼类中，大小黄鱼、带鱼、鲳鱼、马鲛鱼、鲐鱼、鳗鱼等列入月度统计

监测的鱼类产量同比均出现了明显增长，大黄鱼是“增幅冠军”。

“可以说，这是从渔业资源衰退以来，浙江渔场主要经济鱼类资源首次出

现普遍性的恢复性增长。”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施华兴这样表示。

不仅是在台州，浙江省海洋渔业部门人士也告诉我们，这几年，多种鱼的

数量增加，从经济鱼的种类看，小黄鱼连续三年上升，鲳鱼和带鱼的数量也在

增加，比如鲳鱼2014年产量为8.1万吨，2015年为9.3万吨。近三年的数据显

示，从2013年开始，我省国内海洋捕捞产量呈逐年上升，其中2013年为320.4

万吨，2014年为324.3万吨，2015年为336.7万吨。

台州市海洋渔业局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庞虎林认为，渔业资源修复是一个

综合工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是，海洋生态食物链的恢复，“从生态链上

看，今年也有这样变好的迹象，像现在虾少了，是因为吃虾的鱼多了。”

不仅是主管部门，我们还需要科研部门的答案。周永东，浙江省海洋水产

研究所副所长。2016 年 12 月底，他参与的“浙江渔场资源修复状况”调研组

到台州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一方面，我们走访了很多渔民和市场，反馈不错。

另一方面，我们常年在收集监测的渔船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周永东认为，浙江渔场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出现恢复性增长是一个积极信

号，说明我省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一系列重量级“组合拳”已经取得成效。更

为重要的是，这一信号充分说明，东海渔业资源通过综合治理是可以修复的。

周永东说，“我相信东海渔场是能够得到修复的，有希望恢复到上世纪90

年代甚至80年代的水平。”

渔业部门：现在虾少了，是因为吃虾的鱼多了渔业部门：现在虾少了，是因为吃虾的鱼多了

2016年最后一天，农业部印

发《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再早几天，我省同样出台了一

个“减船转产”的方案。这一切，都

是为了走出“东海无鱼”的困局。

三年前，我们率先发出“东

海无鱼”之呼，引起政府和社会的

关注；三年后，我们又披露沿海地

区滥捕幼鱼的乱象，发出了“东海

护鱼”的倡议。我们一直在关注

东海的这条鱼，它大了还是小了，

多了还是少了？被保护了，还是

被糟蹋了？它游向哪里？

三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

振兴东海的计划，各级政府各部门

奋战在护鱼一线，执法力度空前。

如今，东海渔场有了什么变化？我

们做了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我们又开始这条“鱼”的寻访。

忙碌的台州温岭石塘小沙头村的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