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主许方龙
春鲅鱼占年收成三成多

“我老丈人段存民是沙子口老一辈
的渔民，当年他从摇着船橹出海钓鱼，再
到开着小挂机的木船，到拥有收鱼船，50
年的风雨捕鱼路见证了沙子口的渔业发
展。12 年前，我从他手中接过这份事
业，一直经营到现在。”37岁的船主许方
龙说。

许方龙原先是一名公司职员，12年
前被老丈人的牧海故事所征服，毅然选
择回家继承老丈人的事业。对于许方
龙来说，这份传承起初并不是一段愉快
的经历。“我第一次跟着老丈人外出收
鱼，因为晕船吐得一塌糊涂，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出海收过鱼，但是这份事业我
接了下来。”

谈起 12 年的收鱼之旅，许方龙说，
单单从头船春鲅鱼的收购量来说，刚开
始几年比较多，2014年到2016年产量有
所减少，近年来产量又多起来。“主要是
因为禁渔期等政策保护力度越来越大，
使得渔业资源不断被保护，让渔民有了
很好的生计。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
策也是越来越好，我们用上了北斗导航
系统，捕鱼更加精准。”

“伴随着沙子口鲅鱼节的名气越来
越大，沙子口鲅鱼成为了一面金字招
牌，每年都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购买，也
让我们渔民的底气越来越足。”许方龙
说，现在可以说是全国春鲅鱼都要往沙
子口集中，沙子口鲅鱼的价格在某种程
度上左右着全国春鲅鱼的价格。“因为
产量增加了，头船春鲅鱼的价格从 10
多年前的每斤 55 元，已经降到了现在
的不到40元。”

“每年春鲅鱼的收成，占到了一年渔
汛收入的三成多。我在沙子口收鲅鱼
12 年了，我也是沙子口鲅鱼节的见证
者，因为政府的渔业政策越来越好，我们
渔民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好。”许方龙说。

“鲅鱼经纪人”王滋
沙子口鲅鱼名气越来越大

沙子口鲅鱼热也催生了一个特殊的
行当——“鲅鱼经纪人”，王滋就是其中
的一员，他多年前就与荣成、江苏等地的
4支船队建立了合作关系，共有40多艘
捕捞船、6条收鱼船。在他的努力下，每
年荣成、江苏等地捕捞船收获的鲅鱼，早
早地就会运到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原
先当地捕捞的鲅鱼都是存放在冷库中，
等到冬天才销售，而青岛本地的捕捞船、
收鱼船需要在4月初才能出海，通过这
种合作模式，岛城市民可以提前一周多
吃到新鲜鲅鱼。”

“我在沙子口批发鲅鱼已经有 8 个
年头了，这些年给我的感觉就是沙子口
鲅鱼越来越好卖，这跟崂山区、沙子口街
道大力推介鲅鱼节、积极传播孝道文化
有很大关系。”王滋说。

王滋还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沙子口
鲅鱼节所承载的孝道文化，使得鲅鱼成
为孝道文化的情感纽带，为此顺丰专门
定制了鲅鱼包装，每年都把大量沙子口
鲅鱼发往全国各地，沙子口鲅鱼节成为
了崂山乃至青岛的一张文化名片。

“每年鲅鱼上岸后，就会吸引众多市
民前来选购。只要渔船靠岸，沙子口鲅
鱼就不愁卖。”王滋说，“每年春鲅鱼只能
经营一个月，对于每一名从业者来说都
是很辛苦的，每天凌晨最忙碌，但大家都
是乐不知疲，因为大家都很热爱这个产

业，有干劲，有期盼。”王滋说，他的作业
船和收鱼船已经出去了一半，“争取让市
民吃到更多新鲜的春鲅鱼，我们会一直
努力下去。”

“渔三代”董子艺
公司职员改行卖海鲜

“我姥爷是村里修船的，我父亲也是
渔民，算起来我应该是‘渔三代’。”在沙
子口国家中心渔港，好不容易抢完鲅鱼
后，鱼贩董子艺笑着说。

董子艺原先在岛城一家公司干管理
工作，后来回家生孩子后就辞职了，“我
家里有渔船，原先上班时就经常给朋友
捎沙子口的海鲜，每年销量也不少，后来
妈妈就建议我干脆卖海鲜。”

性格泼辣的董子艺说干就干，在汉
河社区开了自己的门头房，“从小耳濡目
染，上大学期间我学习的是市场营销，对
于卖海鲜适应得很快，关键是作为沙子
口人，对于当地海鲜更了解，销售起来也
知道卖点在哪里。”

“有的客户一下子要了20多条大鲅
鱼，今天的销售情况不错。”昨天凌晨，董
子艺抢购来的800斤大鲅鱼一上午就卖
完了，不少客户把春鲅鱼发往外地，她负
责帮忙发货。当天，她还订了上千斤立
虾，很快也卖完了。“我家里有3条作业
船，还有两条收鱼船，每年开春、秋天都
是特别忙碌的时候，去年春天我最多一
天卖出去上千斤春鲅鱼。”

“每天看到很多海鲜经过我的手，
运送到了全国各地，让更多的人品尝到
沙子口地道美味，我的心情就格外高
兴。”董子艺笑着对记者说，“等到后期
我们家里的渔船上岸，邀请你们上船来
吃海鲜。”

95后退役军人王祥斌
子承父业成为船老大

1995年出生的王祥斌，是沙子口鱼贩
中的“新势力”，别看他年轻，他可是“渔二
代”，更是一名退役军人。

“我父亲是一名老渔民，他把沙子口人
的勤劳、实在、勇敢传给了我。退役回到家
乡后，我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一直到现在。”
王祥斌说，现在家里有4条作业船，全都由
专业船长来带队出海捕鱼。

昨天凌晨，在抢完头船春鲅鱼后，王祥
斌继续在码头上等着自己家的作业船靠
岸。“我要负责将当天收获的立虾、八带等渔
获批发出去，然后还要把批发来的大鲅鱼销
售完毕，这样才算完成当天的工作。”

王祥斌说，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后，他要
忙着处理作业船的事务，还要负责渔业销
售，工作的节奏很快，所幸有了军营的历
练，让他面对再多的困难也是游刃有余，丝
毫不慌乱。

“或许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渔业生
产，这个行业也确实很辛苦，但是对于我来
说，这更多的是一种情怀、一种传承。父亲
从事了一辈子的渔业生产，他深爱着这个
事业，我从他手里接过来，父亲很高兴，我
觉得这本身就是我们沙子口人对于生活的
一种态度。”王祥斌说。

回乡发展这些年来，王祥斌发现，沙
子口本地的船只规模有所增多，“原先沙
子口的收鱼船比较多，现在作业船也增加
了不少，有的船老大组建了多条作业船加
两条收鱼船再加一条加油船的联合船队
出海，这样可以更快地把鲅鱼等海鲜及时
送回码头。”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摄影 首席记者 孙启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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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争“鲅”大战
在全国，很少有渔业小城像沙子口街道这样，因为鲅鱼而声名远播。提起鲅鱼，

似乎每个沙子口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昨天凌晨，在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紧张而刺
激的争“鲅”大战中，早报记者抽空采访了几名业内人士，他们提起沙子口鲅鱼，都是
满满的爱。生于斯长于斯，一条鲅鱼成为很多人寄托家乡情的重要载体。

“鱼”我同行 承载着满满乡情
船主、“鲅鱼经纪人”、“渔三代”等讲述与沙子口鲅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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