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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年年1010月月9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安徽省正積極推進全省漁民上岸安居工程安徽省正積極推進全省漁民上岸安居工程，，除了對上岸漁民提供補貼之外除了對上岸漁民提供補貼之外，，還為漁民提供了商品還為漁民提供了商品

房房、、安置房安置房、、統建房統建房、、廉租房等多項安居選擇廉租房等多項安居選擇。。與此同時與此同時，，進一步落實漁民十分關心的戶籍進一步落實漁民十分關心的戶籍、、子女上子女上

學學、、醫保醫保、、低保低保、、養老養老、、生活困難救助等民生政策生活困難救助等民生政策。。截至截至66月月3030日日，，安徽省安徽省2222,,058058戶以船為家漁民戶以船為家漁民

上岸安居工程任務中上岸安居工程任務中，，已開工或安置已開工或安置77,,847847戶戶，，安置率為安置率為3535..5757%%。。安慶安慶、、宿州宿州、、池州池州、、合肥合肥、、蚌埠蚌埠、、

淮南淮南、、銅陵等地漁民安置率均過半銅陵等地漁民安置率均過半。。但是但是，，上岸漁民卻又面臨着生計難題上岸漁民卻又面臨着生計難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玲傑張玲傑、、趙臣趙臣，，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胡心玥胡心玥 安徽報道安徽報道

安安徽省蕪湖市地處長江南岸徽省蕪湖市地處長江南岸，，長期以來長期以來，，青弋江與青弋江與
長江匯合處長江匯合處，，孕育着一大批以船為家的漁民孕育着一大批以船為家的漁民。。

20142014年農曆二月初八年農曆二月初八，，是蕪湖市三山區是蕪湖市三山區3939歲漁民王友歲漁民王友
龍一輩子都難忘的日子龍一輩子都難忘的日子。。這一天這一天，，他結束了自己他結束了自己3939年年
「「水上漂水上漂」」的生活的生活，，帶着母親帶着母親、、妻子和兩個女兒住進妻子和兩個女兒住進
了岸上的新房了岸上的新房。。9494平方米的三室一廳平方米的三室一廳，，售價為售價為1717萬萬
多元多元。。蕪湖市政府回收了王友龍的住家船蕪湖市政府回收了王友龍的住家船，，加上國家加上國家
和安徽省的漁民上岸補貼和安徽省的漁民上岸補貼，，王友龍又交兩萬多元王友龍又交兩萬多元，，買買
下了這套房子下了這套房子。。在蕪湖在蕪湖11,,136136戶以船為家的漁民中戶以船為家的漁民中，，現現
在已有在已有389389戶漁民像王友龍一樣上岸安居戶漁民像王友龍一樣上岸安居。。

終於睡上安穩覺終於睡上安穩覺
寬敞明亮的三室一廳被王友龍的妻子打掃得一塵寬敞明亮的三室一廳被王友龍的妻子打掃得一塵

不染不染。。兩個女兒的房間裝上了粉色的窗簾兩個女兒的房間裝上了粉色的窗簾，，貼上了貼上了
溫馨的壁紙溫馨的壁紙。「。「都是我女兒自己挑的都是我女兒自己挑的，，我選不我選不
好好。」。」皮膚黝黑的王友龍憨厚地笑着皮膚黝黑的王友龍憨厚地笑着。。在岸上住了在岸上住了
幾個月幾個月，，王友龍一家慢慢適應了新生活王友龍一家慢慢適應了新生活。「。「現在兩現在兩
個女兒都不願再到船上去個女兒都不願再到船上去，，喊她們去都不去喊她們去都不去。」。」
「「哪個願意在水上漂着啊哪個願意在水上漂着啊！」！」王友龍說王友龍說，，長這麼長這麼

大大，，上了岸才算真正睡上安穩覺上了岸才算真正睡上安穩覺。「。「颳風下雨天颳風下雨天，，船船
上的棚頂都被掀翻了上的棚頂都被掀翻了，，被子全都濕透了被子全都濕透了。」。」王友龍七王友龍七
十多歲的母親給記者說十多歲的母親給記者說。。王友龍回憶王友龍回憶，，小時候有一次小時候有一次
跟着父親出船打魚跟着父親出船打魚，，正趕上暴雨天正趕上暴雨天，，整條船被吹得東整條船被吹得東
倒西歪倒西歪，，鍋碗瓢盆碎了一地鍋碗瓢盆碎了一地，，漁船劇烈的晃動讓他暈漁船劇烈的晃動讓他暈
眩不已眩不已，，幾天下來幾天下來，，吃不下吃不下、、睡不着睡不着。「。「晚上睡覺的晚上睡覺的
時候時候，，風大了就提心吊膽的風大了就提心吊膽的。」。」王友龍說王友龍說，，到了岸到了岸
上上，，自己才第一次體驗到一覺睡到天光的感覺自己才第一次體驗到一覺睡到天光的感覺。。

捕魚收入年年跌捕魚收入年年跌
現在現在，，王友龍每天騎王友龍每天騎2020分鐘左右電動車分鐘左右電動車，，往返往返

於家和自己的漁船停靠點之間於家和自己的漁船停靠點之間，，每天給船上漆每天給船上漆，，
修補漁網修補漁網，，做好捕魚期到來前的準備工作做好捕魚期到來前的準備工作。。住進住進
新房新房，，結束了全家多年漂泊的生活結束了全家多年漂泊的生活。。但作為全家但作為全家
支柱支柱，，擺在王友龍面前的是更大的難題擺在王友龍面前的是更大的難題。。
「「以前的積蓄都花在了住家船上以前的積蓄都花在了住家船上，，而住家船而住家船

的政府回收款亦全用在買房上的政府回收款亦全用在買房上，，新房裝修花的新房裝修花的66
萬多元還是向親戚朋友借的萬多元還是向親戚朋友借的。」。」王友龍告訴記王友龍告訴記
者者，，雖然政府對漁民上岸安居的補貼力度很大雖然政府對漁民上岸安居的補貼力度很大，，
但對漁民來說但對漁民來說，，上岸安居很多人還是背上了不少上岸安居很多人還是背上了不少

的債務的債務。。同時同時，，遷居岸上的開支也越來越大遷居岸上的開支也越來越大。。當被問當被問
及未來的打算時及未來的打算時，，王友龍顯得有些茫然王友龍顯得有些茫然：「：「眼看着捕眼看着捕
魚收入一年不如一年魚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可漁民都沒什麼文化可漁民都沒什麼文化，，除了捕除了捕
魚別的也不會魚別的也不會，，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
安徽省蕪湖市漁業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安徽省蕪湖市漁業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目前

的漁業資源已滿足不了現有漁民的生活需求的漁業資源已滿足不了現有漁民的生活需求，，大部大部
分漁民都靠國家的柴油補貼度日分漁民都靠國家的柴油補貼度日。。國家漁船燃油補國家漁船燃油補
貼政策貼政策，，是根據漁船動力的大小是根據漁船動力的大小，，普通漁船一年能普通漁船一年能
拿到近萬元的補貼拿到近萬元的補貼，，一些動力較大的漁船每年則可一些動力較大的漁船每年則可
領到數萬元的補貼領到數萬元的補貼。。

重新就業難度大重新就業難度大
如今如今，，王友龍已上岸定居半年多王友龍已上岸定居半年多。。他告訴記者他告訴記者，，聽聽
說有的漁民到當地港口幫忙運貨說有的漁民到當地港口幫忙運貨，，一個月能掙三四千一個月能掙三四千
元元，，是繼續捕魚還是轉做他業是繼續捕魚還是轉做他業，，王友龍仍在猶豫不王友龍仍在猶豫不
決決。。據了解據了解，，目前內地漁民受教育程度較低目前內地漁民受教育程度較低，，使得他使得他
們難以學習新的技術們難以學習新的技術，，重新就業十分困難重新就業十分困難。。

巢湖漁民莊德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巢湖漁民莊德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她兒她兒
子今年已經三十多歲子今年已經三十多歲，，由於從小跟着家裡捕魚由於從小跟着家裡捕魚，，
也沒讀過書也沒讀過書，，現在捕魚不景氣現在捕魚不景氣，，家裡托熟人介紹家裡托熟人介紹
才幫兒子找了份運沙石的工作才幫兒子找了份運沙石的工作。「。「我兒子也不會我兒子也不會
開車開車，，就是靠體力掙點辛苦錢就是靠體力掙點辛苦錢。」。」莊德梅告訴記莊德梅告訴記
者者，，年輕人還可以外出打工年輕人還可以外出打工，，但自己和老伴已近但自己和老伴已近
6060歲歲，，只能靠捕魚維持生計只能靠捕魚維持生計。。此外此外，，巢湖漁民王巢湖漁民王
大姐向記者透露大姐向記者透露，，漁民普遍很難找工作漁民普遍很難找工作，，女性漁女性漁
民找工作難度更大民找工作難度更大。。王大姐曾去過鎮上的幾家工王大姐曾去過鎮上的幾家工
廠應聘廠應聘，，均未被錄用均未被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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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漁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其
中文盲半文盲佔比較大，在記者採訪
的漁民中，五十歲以上的漁民幾乎都
未念過書，三十歲左右的漁民則多為
小學或初中文化。

老漁民無讀書意識
今年57歲的巢湖漁民莊德梅表示，她
這一代漁民中，上過學的很少。「我們
不識字，一輩子不也過來了，當時家裡
窮，也沒錢給孩子念書。」莊德梅的父
母都是漁民，從小給她灌輸的思想也是
如此。在他們看來，捕魚技術才是漁民
最重要的生活技能，讀書識字幾無用
處。受父母的影響，莊德梅的四個子女
也沿襲了她的生活經歷，從小幫着家裡
幹活，十幾歲就學着捕魚，莊德梅也從
未有過讓子女讀書的想法。

漂流不定易輟學
王友龍只接受過小學文化教育，而且

是斷斷續續才讀完。當年王友龍到了上
學的年紀，父母將他送到了離船停靠點
最近的學校，但漁民的居住點會隨着漁
期的變化而遷徙，隨着王友龍一家的漁
船離學校越來越遠，王友龍不得不換到
其他學校繼續上學。幾經更換學校後，
家裡覺得折騰，王友龍在上了4年小學
後就休學回家學着捕魚。王友龍告訴記
者，當時他是整個漁隊裡第一個念書的
孩子，王友龍的3個姐姐和一個哥哥，
都從未念過書。
「現在的社會，沒有文化寸步難

行。」王友龍感慨道，隨着捕魚收入越
來越低，王友龍對自己當初沒堅持讀書
後悔不已。沒有文化，沒有其他技能，

像王友龍一樣想要改變現在生活的漁民
顯得有些無力。
也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也許是受到

現代社會對教育重視感染，年輕一代的
漁民對子女的教育則十分重視。採訪
中，安徽省五河縣漁民周永告訴記者，
他的兒子今年讀高中，從小學開始，他
就將兒子送到縣裡最好的學校讀書，當
時為了方便兒子讀書，他在兒子就讀的
學校附近租房子住。一年下來，包括房
租和兒子的學費加起來要一萬多元，這
對於周永一家來說並不是小數字，但周
永覺得十分值得。五河縣相關負責人也
告訴記者，該縣有很多漁民都像周永一
樣，將子女送到縣裡或市裡更好的學校
讀書，其實鄉里也有學校，但是漁民們
都看不上。他們都希望子女能接受最好
的教育，將來不再當漁民。

沒文化寸步難沒文化寸步難 盼子女受教育盼子女受教育

因長期作息無規律、日常營養攝入不
足等因素，導致漁民的身體素質較岸上
居民普遍偏低，同時漁民長期在陰冷潮
濕的水面上生活，血吸蟲病、風濕病等
病患也成為漁民健康的一大隱患。據統
計，漁民患血吸蟲病和風濕病的比例均
超過50%，這類病患使漁民存在不同程
度的食慾不振、肝脾腫大等症狀。對於
上岸安居後的漁民來說，較差的身體素
質不僅增加了漁民的醫療成本，更使得
他們在現代社會的競爭中處於劣勢。
記者在安徽多地採訪漁民的過程中發

現，幾乎所有漁民都患有風濕病，並伴
有不同程度的關節腫大現象。「住在船
上幾十年，水上濕氣那麼重，得風濕是

很正常的。」巢湖漁民劉大媽還告訴記
者，一年四季捕魚，漁民的手幾乎天天
泡在水裡，尤其是冬天捕魚期間，手被
凍得無知覺是常有的事。劉大媽的手
指、膝蓋等地方的關節一到陰雨天就鑽
心地疼。「去醫院瞧了，治不好。」劉
大媽告訴記者，她的丈夫和子女都有不
同程度的風濕病，自己的病情最為嚴
重，陰雨天基本上不能幹活。

血吸蟲病難防難治
「我們漳河的漁民幾乎都有血吸蟲

病，我大媽媽和堂姑就是得了血吸蟲病
後去世的。」王友龍告訴記者。雖然蕪
湖市三山區每年都組織漁民進行健康體

檢，幫助漁民預防和治療血吸蟲病，但
對於長期工作和生活在水面上的漁民來
說，血吸蟲病防不勝防。據了解，血吸
蟲十分微小，肉眼無法看到，在一些有
釘螺分佈的水域中，人只要接觸水面，
就很容易感染。
同時，血吸蟲病屬於慢性寄生蟲病，

感染初期不易被發現，到了病發晚期則
很難治癒，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體形
消瘦、腹瀉乏力、肝脾腫大等症狀，只
有靠長期保養才能防止病情加重。專業
人士告訴記者，血吸蟲病對漁民身體影
響較大，一些中年漁民雖表面看上去身
體壯實，但很多患有血吸蟲病，健康狀
況不容樂觀。

多患職業病 競爭優勢低

■莊德梅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漁民找工作很
難。 實習記者胡心玥攝

■蕪湖市為上岸漁民提供的安置新房。
記者張玲傑攝

■蕪湖市銷毀漁民上岸後的水泥船。本報安徽傳真

■■漁民的住家船漁民的住家船。。記者張玲傑記者張玲傑 攝攝

■王友龍一家上岸安居，母親在岸上安享晚年。
記者張玲傑攝

■■部分巢湖漁民仍選擇以捕部分巢湖漁民仍選擇以捕
魚為生魚為生。。 本報安徽傳真本報安徽傳真

■漁民在晾曬漁網。 本報安徽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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