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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漁民上岸後面臨的就業問題，
安徽省多地人社局將「漁民上岸」工程
就業培訓納入重要民生工作，並成立專
門組織，制定解決漁民就業的工作方
案。與此同時，各地市根據市場需求，
對漁民開展多種形式的就業技能免費培
訓，並通過引導他們在本地工業園區就
近就地就業等方式，切實解決以船為家
漁民上岸後的就業難題。

轉捕為養提高收入
五河縣擁有水面10萬多畝，是螃蟹等
河鮮的主要產地。為了保證漁民的基本
生活，當地政府為每戶漁民提供了30畝
的基本生活水面，保證漁民的基本生
活。政府鼓勵漁民由捕轉養，今年38歲
的當地漁民李三水雖已上岸安居，但他
也從普通漁民轉型為專業承包者。李三

水承包了沱湖的300畝水面養殖螃蟹，
現在每年有十萬多元的收入，較之前從
事傳統捕撈時收入翻了幾番。五河縣副
縣長丁雲紅告訴記者，當地一些水產養
殖大戶常年需要專業漁民從事養殖和捕
撈工作，政府在與承包者簽訂合同時強
調，承包者在聘用員工時應優先考慮當
地漁民。
五河縣政府鼓勵漁民創業，並為漁民

提供5萬至8萬元的小額創業貸款。「結
合五河縣資源，當地政府幫助漁民發展
特色餐飲，政府專門成立『水上餐飲協
會』，由當地已經營多年漁船特色餐飲
的企業主擔任協會主要負責人，同時政
府為漁民提供基礎設施，幫助漁民發家
致富。」丁雲紅表示，目前解決漁民就
業問題已經成為當地政府的重要工作之
一，除了鼓勵漁民創業，當地政府還積

極開展就業援助、專場招聘會等活動，
以期多途徑、多方式為漁民上岸後提供
就業服務。

教關水龍頭燃氣灶
在蚌埠市五河縣，當地政府曾組織員

工專門指導漁民在岸上生活的基本生活
技能。五河縣沱湖鄉黨委書記錢士利向
記者講述該鄉發生的一個真實故事：一
次一位老奶奶打電話向子女求救，說家
中發大水，子女趕到時才發現，老奶奶
打開水龍頭卻不知道要關，才導致家中
遭水淹。錢士利告訴記者，在上岸安居
的漁民中，類似這樣的事有很多。有些
上了年紀的漁民一輩子沒在岸上住過，
他們第一次住進樓房，牆壁式開關、水
龍頭、燃氣灶等都不會用，政府部門需
組織人員一一教他們。

當局多方幫扶當局多方幫扶 鼓勵漁民創業鼓勵漁民創業

以船為家的漁民，是長期以來社會和
媒體都很少深入關注的特殊群體。隨着
國家推進漁民上岸安居工程，他們才慢
慢走入公眾的視野，以至於經過多日的
實地採訪，才讓我們這些80後驚訝地認
識到，在內地經濟如此快速發展的今
天，還有這樣的一個群體。

在結束最後一次湖上採訪回程時，正
趕上颳風下雨，湖中的水浪狠狠地拍打
着木質小船，猛烈晃動的船隻着實讓我
們膽戰心驚。或許，只有親身經歷，才
能有更深刻的體會。在那一刻，一幅畫
面突然在我腦海中顯現：夜晚的湖面，
風大雨急，搖晃的小漁船被風吹得不見

棚頂。岸邊，風使勁地扯動着樹的枝
葉，雨點打得臉生疼。漁民一家，父親
與母親雙手抱着頭，蹲在樹下，孩子們
依偎在身邊，任憑風吹雨打。而這正是
這次採訪中，一位漁民跟我講述的他在
強對流天氣下，上岸躲雨的經歷。

沒安全感 遇侵權感茫然
除了生活困苦、生存環境惡劣，漁

民整體更與現代文明近乎脫節，尤其
是現今年齡在 50 歲以上的漁民。長期
以來，即使家庭殷實的漁民，亦只是
靠着收音機或是一台插着天線的電視
（因為缺電，經常不能播放）了解外

面的世界。據當地負責漁民上岸工程
的多位政府人士介紹，漁民由於長期
與外界少接觸、文化程度低、知識缺
乏等因素，普遍沒有安全感，在面對
外面的世界時，總是小心翼翼，尤其
遇到被侵權，以及利益糾紛時，往往
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

如今，以船為家的漁民上岸安居，離開
了出生與成長的漁船和水域。對於長期孤
獨的漁民來說，他們多數亦缺乏融入社會
的自信。對於這一特殊群
體來說，他們需要時間適
應，需要社會給予更多的
理解、包容與幫助。

餐餐

蚌埠市五河縣沱湖鄉蚌埠市五河縣沱湖鄉，，是安徽知名的漁民鄉是安徽知名的漁民鄉，，區域內沱湖因盛產區域內沱湖因盛產「「中國十大名蟹中國十大名蟹」」之一的沱湖螃之一的沱湖螃

蟹而聞名蟹而聞名。。全鄉一萬多人口全鄉一萬多人口，，有漁民有漁民22,,700700多戶多戶，，共共88,,848848人人。。早在早在20082008年年，，為推進當地漁業轉型為推進當地漁業轉型

升級升級，，五河縣政府就推出以沱湖鄉為重點區域五河縣政府就推出以沱湖鄉為重點區域，，與當地退網環湖與當地退網環湖、、生態保護生態保護、、水資源保護相結合水資源保護相結合

的漁民上岸安居工程的漁民上岸安居工程。。目前目前，，沱湖鄉已解決沱湖鄉已解決11,,100100多戶漁民岸上住房問題多戶漁民岸上住房問題。。按照該鄉的漁民安居工按照該鄉的漁民安居工

程進度程進度，，到明年七到明年七、、八月份八月份，，可實現全鄉所有漁民上岸居住可實現全鄉所有漁民上岸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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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歲的周永從小生長在沱湖水域，一直以打漁和養殖為生。今年，作為
五河縣新一批上岸漁民，周永一家賣掉
住了幾十年的漁船，舉家上岸。黝黑的
皮膚、強健的身體，初見周永，他正推
着一車石子在工地裡忙活着，石灰粉、
木屑沾了一身。周永正在忙裝修，將在
沱湖邊一艘重達百噸的漁船改建成漁民
特色餐館。周永表示，上岸圓了他家幾
代人的夢想。同時，從以打漁和養殖為
生，到投身餐飲行業，亦是一個不小的
跨域。

父母早逝獨撐全家
周永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在他8歲

時，父親因意外去世，當時最小的弟弟
才剛剛出生，作為長子的周永，14歲輟
學，上到初中二年級，便開始在家幫着
母親靠打魚養活一家五口。然而，在周
永20歲時，不幸再次降臨：母親積勞成
疾因病去世。養活弟妹的擔子全部落在
了周永肩上。但這樣的經歷和磨練不僅
沒有壓垮周永，反而讓他的骨子裡散發
着一股不服輸的勁兒。現今的周永，仍
常常回想起母親在世時的教誨：「一個
人做事要專注，只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
努力，就一定能成事。」
在母親去世之後，周永一直仍以打漁

為生。從2000年開始，他發現養螃蟹很
有市場，開始從事養殖業。周永告訴記
者，當時自己資金不多，就嘗試着跟別
的漁民合夥承包水面。經過幾年的經營

有了一定的積蓄後，他就開始帶着弟
弟、妹妹一起單獨承包水面搞養殖。經
過幾年的努力，一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
來。現今，在周永的幫扶下，兩個弟弟
和妹妹均已成家立業。

漁家菜深受客喜愛
周永表示，到岸上定居，剛開始自己

也很迷茫，本考慮與妻子在當地的工廠
找一份工做。後來和妻子一合計，覺得
兩人「歲數都不算老」，應該再拚搏一
下，好支持孩子們讀書，「不要再走自
己的老路，以後都到大城市去工作和生
活」。
周永介紹，以前他為銷售自己養殖的

螃蟹，經常請遊客到家裡吃飯，他家燒
的漁家菜客人都很喜歡。「沱湖發展旅
遊業，遊客品嚐地道河鮮將成為一大特
色，開漁家飯館應該有市場。」多番思
量，周永下定決心開餐館。因為需要投
資100多萬元，他自己的積蓄不夠，於是
邀請小孩的舅舅共同出資，購買了一條
重達百噸的大船建漁家特色飯店。飯店
開業後，周永還計劃開展一些湖面的旅
遊項目。
對周永來說，開餐館是上岸迷茫後，

新生活、新挑戰的開始。他表示，對於
漁民創業來說，有兩條至關重要，一是
要看清自己可以利用的資源和優勢；二
是要努力和必須專注。

安徽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王雲飛表示，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
內地在積極推進漁民上岸安居工程的同
時，也在不斷發現和解決漁民上岸後遇到
的各類問題和困難。或者說，安居工程只
是漁民上岸的起點。
王雲飛表示，上岸安居是漁民這一特殊

群體改善生活必須邁出的第一步，而要切
實解決漁民上岸安居，其後續面臨的包括
子女受教育、技能培訓、再就業等等一系
列問題，仍然需要各地政府出台一攬子計
劃，並根據輕重緩急逐個解決。同時，王

雲飛稱，漁民上岸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
勢，國家推出漁民上岸安居工程加速了這
一趨勢的進程，漁民作為被裹挾到現代化
進程的群體，他們在邁向岸上生活的過程
中，可能需要一定時間的身體和精神的雙
重適應，在這期間，政府與社會應給予這
一群體更多的關心。王雲飛還建議，在政
府部門積極推進相關政策的同時，更應呼
籲社會公益組織對漁民的關注，更大限度
地發揮社會力量，關心和關注漁民這一特
殊群體，幫助漁民真正上岸安居。

曾遠離我們的他們 需更多包容與幫助

專家：安居工程只是上岸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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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信柱擔任五河鎮「水上餐飲協會」會長，
幫助漁民再創業。 記者張玲傑攝

館
■漁民李三水已
從普通漁民轉型
為專業承包者。

記者趙臣攝

■漁民陳香在政府的幫助下，在當地服裝廠找
到工作。 李博攝

■■安徽大學社會學系副教安徽大學社會學系副教
授王雲飛授王雲飛。。 記者陳敏記者陳敏攝攝

■■周永與妻子在自家正在裝修的漁家餐館前合周永與妻子在自家正在裝修的漁家餐館前合
影影，，那是一家人今後的希望那是一家人今後的希望。。 記者張玲傑記者張玲傑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