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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歲的王偉是浙椒漁A31217漁船的船長。從19歲跑船開始，
已在海上漂泊將近40年。「打魚是最看天吃飯的行業了，

年輕的時候沒有大船，海上的風暴把小船打得團團轉，好幾次都
是從鬼門關裡過來的。」王偉皮膚黝黑，身體健壯，一點看不出
快60歲了，「也想過要轉行，但除了跑船，我什麼也不懂。我們
這輩的漁民都這樣，跑㠥跑㠥也就一輩子了。」
去年春節，王偉與幾個朋友合股，買了一艘燈光圍捕漁船。漁

船總價1,400萬元，分成7股半，王偉佔了1股，將近200萬元。「買
船花完了我半輩子的積蓄。」王偉說。

「有政府保護，沒什麼好怕」
趁㠥16日颱風「三巴」過境，王偉把漁船停在椒江漁村做整

修。「今天晚上我們就要回東海捕魚了。剛過休漁期，東海海域
的魚又大又多，少捕一天差不多要損失好幾萬呢。」
王偉的漁船一般在韓國濟州島附近捕魚，有時也會駛到釣魚島

附近海域。「漁民最
簡單了，哪裡魚多我
們就去哪裡。」王偉
告訴記者，他離釣魚
島最近的一次是在去
年下半年，他把船開
到了釣魚島70海里外
進行捕撈。「再近我
們一般也不敢過去
了，聽同行說，日本
海事員會用高音喇叭
用日本和英文向漁民喊話，驅趕漁船。嚴重的還會把巡邏艦撞過
來，我們的漁船如果被撞到，很有可能會船毀人亡。」
雖然目前釣魚島局勢不穩定，但釣魚島海域豐富的漁業資源還

是吸引㠥很多漁民躍躍欲試。這幾天王偉一直在關注釣魚島附近
的新聞。「今天看新聞說中國的海上飛機和海事船會24小時在釣
魚島附近巡邏，保衛我們漁船，我們漁民可高興了。」王偉指揮
漁船的大副把中國國旗插在船頭，「隨㠥我們國力的強大，我們
漁民的膽子也就大起來了。釣魚島海水深，魚的種類多、產量
大，我們肯定是要過去捕魚的。現在有政府保護我們，就更沒什
麼好怕的啦。」

「華領海捕魚，本天經地義」
石浦船老大林輝良一句話道出很多浙江漁民的心聲：「東海漁

民有能力、有意願開赴釣魚島。」不僅石浦的船老大躍躍欲試，
溫州、舟山、台州等地的漁船也在積極籌備赴釣魚島作業。「釣
魚島是我國的領土，我們去捕魚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溫州
船老大錢富貴告訴記者。隨㠥大馬力船隻增多、設備更加先進，
特別是近海漁業資源急速衰退的現實，讓越來越多的浙江漁民迫
切希望去本該屬於自己的釣魚島海域作業。
中國農業部東海區漁政局已表示，釣魚島海域是中國漁民的傳

統漁場，預計今年赴釣魚島海域作業的中國漁船將較往年增加。
農業部漁業局將在東海及釣魚島海域等中國管轄海域堅持實施常
態化護漁巡航，中國沿海各漁政船艇做好一切出海護漁維權和執
法管理的準備。

椒江遠洋
漁業公司成
立於上世紀
90年代，目
前擁有各類
遠洋捕魚漁
船100多艘，
總資產超過
10億元。與
公司資產的
規模相比，
公司的辦公
環境卻「寒
酸」得很。在一幢有些破敗的三層樓房裡，記者採訪了公司
的書記王呂富。「我們公司從成立以來，就一直在這裡辦
公，這裡毗鄰椒江漁村，靠近東海，便於我們對漁船的整修
和管理。」
在王呂富不到6平米的辦公室裡，掛滿了東海海域的海事

圖，桌上的筆記本電腦隨時更新㠥東海海域的天氣預報和最
新消息。王呂福告訴記者，公司的漁船分燈光漁船和圍網漁
船兩種，「圍網漁船需要水深才能產量好，釣魚島附近水很
深，魚的種類多，產量很高。每次從那邊回來的漁船，幾乎
都是滿載而歸。」

「衛星導航」聯繫更穩定
2011年，王呂富通過對福建、海南等地的漁業公司的考

察，決定為公司100多條遠洋捕魚船都安裝北斗衛星導航系
統。「整個系統連安裝花費了1000多萬，這是我們本來打算
整修辦公樓的錢。」
「遠洋捕魚屬於高危行業，事故時有發生。但由於海上通

訊不便，遇險漁船往往無法得到及時救助，造成不必要的損
失。」王呂富坦言，從公司成立以來，每年都會有幾起漁船
遇險事故，威脅到漁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安裝北斗衛星導
航系統前，與海上的漁民基本靠衛星電話聯繫。但由於衛星
電話接聽費用高且通訊效果不好，很多船老大都不願意24小
時開機。有時候遇到危險，衛星電話卻撥不出來，這樣就延
誤了營救時間。

「報警按鈕」營救更及時
「在安裝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同時，我們也為每艘遠洋漁

船安裝了報警按鈕。這樣，一遇到危險情況，只要漁民按下
報警按鈕，我們24小時監控指揮中心就能第一時間得知漁船
遇險的地點。不僅如此，我們還能通過監控，聯繫到離遇險
漁船最近的漁船，讓他們先趕過去，爭分奪秒進行營救。」
王呂富在接受記者採訪的同時，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監控屏
幕。
「昨天我從新聞裡看到，現在中國已經派了海監船和海上飛
機在釣魚島附近巡邏。我也與我們在那邊的漁船取得了聯
繫，告訴他們大膽上，有政府和公司的雙保險，一定能保障
漁民的捕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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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的金濤老人有㠥20多年的捕魚經驗。從
17歲入行到39歲「洗腳」上岸，金濤對漁民出

海的辛苦如數家珍。「最苦的是沒水喝。以前沒有補給船，為了能
多些位置放漁具和魚，幾乎沒什麼漁民會在漁船上放置水箱。一般
我們就帶兩桶水，要喝半個多月。」金濤說，「那個時候我們又盼
下雨又怕下雨，因為一方面下雨了就有水喝了，但另一方面下雨以
後浪會更大，魚難捕不說，還容易翻船。」
談到東海捕魚，金濤與記者分享了其朋友的經歷。2002年的時

候，他有一個漁民朋友，就在颱風時期去日本港避風，卻被日本政
府定義為違法入境捕魚，結果被扣船扣人。後來家裡人湊了十萬
元，才把他放了回來。「明明政府間就有協議，颱風期間可以去別
國的港口避風的，但他們還是無理取鬧，把我朋友關了十幾天才放
回來。」
金濤告訴記者，在他39歲的時候，遇到一次海嘯，差點把命給搭

進去了。回來以後，跟妻子商量了下，金濤洗腳上岸，開了個雞鴨
場維持生計。「雖然我已經20多年沒有再下海捕魚了，但我的鄰
居、朋友很多都是漁民。雖然現在捕魚設備先進了，但由於近幾年
各國海上資源的爭奪，導致出海捕魚的危險性不降反升。」

為避颱風躲日港
反遭扣船抓人

從椒江漁村到東海碼頭的路上，有一座道頭廟，是椒江漁村的漁
民在2007年集資建造的。當時椒江漁村近千戶漁民，你一百我一
千，自願湊錢建了這座廟，為的是保佑出海漁民都能平安歸來。
道頭廟總共花費60幾萬元，全部由漁民自願出資。在廟的左面，

刻了一個樂善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所有出資建廟的村民的名
字。記者看到，從最少的一百三十元，到最多的兩萬一千元，凝聚
的都是漁民盼望平安歸來的期待。
每年農曆五月十三，椒江漁村的漁民都會攜老扶幼，帶上家裡最

豐盛的菜餚，來道頭廟前趕廟會。很多漁民的家裡人，都會在漁民
出海的時候，來這裡拜拜，保佑他們的親人平平安安。

村民集資建廟求平安

海監漁政全天候守護 衛星導航無間斷聯繫

無懼
浙漁競揚帆

闖釣島

隨㠥歷時三個半月的東海區伏

季休漁期結束，萬艘浙江漁船本

周已啟航，加足馬力駛往東海，

並陸續抵達釣魚島附近海域作

業。往年浙江漁民在該海域經常

受日方干擾和驅趕，今年由於釣

島事態不斷升級，漁民的安全問

題更成為焦點。本報記者前往台

州市椒江漁村採訪，當地大部分

漁船已揚帆出海。漁民坦言，雖

然局勢不穩，但釣魚島海域豐富

的漁業資源令他們難以抗拒。船

主則稱已為漁船裝備了衛星導航

系統，對中央派出海監船、漁政

船加強保護表示欣喜，為重返自

家海域撒網加強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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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艘插上中國國旗的浙江漁船啟

航，加足馬力駛往東海。 設計圖片

■椒江遠洋漁業公司24小時監控北斗衛星導航

系統保障漁民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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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