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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横镇上百名渔民驾船出海捕捞蛤蜊，收获蛤蜊6万余斤，刚上岸

就被“抢购一空”———

田横镇：两万余亩蛤蜊喜迎丰收
　　眼下，随着气温升高，丁字湾万

亩蛤蜊开始捕捞，大量新鲜蛤蜊当

天上岸直接运往市场，让市民春天

的餐桌上多了一道“鲜味”。3月10

日，田横镇上百名渔民驾船出海捕

捞蛤蜊，经过6个多小时的忙碌，当天

下午收获6万多斤蛤蜊，刚上岸就被

收购商抢光，运往各市场。

　　出海连续作业7个小时

　　3月10日清晨6：00，记者在丁字

湾沿岸的雄崖村、南芦村、七口村

看到，不少渔民趁着退潮开始在浅

水湾里捕捞蛤蜊。“蛤蜊生长在海

湾的泥沙里，要将渔船停在浅水

里，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捕捞作

业。”今年6 0岁的老渔民王中立

介绍。

　　当天天气好，捕捞蛤蜊的船

多，人也多，仅白马岛这一片养殖

区就有10多条渔船、100多人在此捕

捞。从清晨6点到下午1点，7个小

时捕捞上岸6万多斤蛤蜊。白马岛

码头10多条渔船满载新鲜的蛤蜊

靠岸，渔民们忙着将大量蛤蜊转运

上岸，一时间码头上热闹非凡，渔

民一边装卸，一边互相分享着丰收

的喜悦。

　　一名蛤蜊收购商介绍，他们在

丁字湾收购蛤蜊已经许多年了，因

为丁字湾的水质好，蛤蜊品质好，味

道鲜美，加上这里的人特别实在，所

以一直在这里收购蛤蜊。

　　捕捞蛤蜊是个技巧活

　　挖蛤蜊，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

种赶海乐趣，对渔民来说却是十分

辛苦的劳作。

  “由于丁字湾的滩泥比较厚，蛤

蜊生长在泥滩下约10厘米处，捕捞蛤

蜊听起来简单，却是一个力气活。”

渔民老王介绍，捕捞蛤蜊时不能用

蛮劲，铁耙在沙下运行阻力很小，斜

背肩上的耙绳主要用来控制身体和

铁耙的平衡，拉耙时要用巧劲。一

个人在海水中连续作业几次，就能

挖到一麻袋蛤蜊。蛤蜊上岸后，渔

民们会按个头大小分拣出来，大蛤

蜊每斤5元左右，小一些的每斤4

元多。

　　每天超20万斤蛤蜊上市

　　生长于丁字湾的蛤蜊，品种多

数是花蛤蜊。由于花蛤蜊喜欢生活

在营养丰富的泥滩中，而位于即墨

和海阳交界处的丁字湾海域，有着

丰富的微生物资源，正是各种贝类

小海鲜生长的天然家园。因此，当

地渔民在这片滩涂上养殖蛤蜊已有

半个多世纪。据介绍，蛤蜊经过半

年多生长期，已经开始大量收获，整

个蛤蜊收获期一直能持续到8月，将

源源不断供应市场。

　　“今年的蛤蜊个大匀称，个个

肥嫩。”渔民老王打开网兜，拿出

几个又大又肥的蛤蜊介绍，估计今

年蛤蜊每亩产量超过万斤，最高亩

产能达1.2万斤。算算账，引进的蛤

蜊苗每斤2元左右，当天蛤蜊的收

购价是每斤5元以上，除去苗种等

成本，一亩蛤蜊纯利润能达到两万

多元。

　　记者了解到，在青岛地区，除了

田横镇丁字湾海域，田横岛、胶州、

红岛沿海地区也有蛤蜊养殖区，但

规模都不如丁字湾海域大。

　　为了保证蛤蜊的新鲜度，许多

商家都会提前预订，渔民每天根据

订单出海捕捞。从现在一直到七八

月份都是蛤蜊大量上市的季节，平

均一天从即墨田横运往各地市场的

蛤蜊数量超过20万斤。

　　丁字湾蛤蜊成南方“鲜霸”

　　记者在田横镇白马岛码头上看

到，几辆挂着安徽和福建牌照的海

鲜冷链运输车正在把一袋袋蛤蜊装

上车，当晚就能运到福建、连云港等

南方地区的海鲜市场。“现在江苏

地区养殖的蛤蜊还没有开始收获，

这边的养殖蛤蜊正好打了一个时间

差。”一名来自江苏的商贩介绍，由

于市场需求比较大，而江苏地区养

殖的蛤蜊还有半个月才开始收获，

因而他们专程来到即墨收购当地养

殖的蛤蜊。

　　“每天的客户都提前预订好了，

销路一点也不愁。”渔民高兴地说，

这些运送蛤蜊的冷链运输车早早就

等候在码头上了，渔船一靠岸，直接

将蛤蜊卸船过秤装车。每年到了蛤

蜊收获期，都会有客户提前打电话

预订，称重后也是现场结算。一般

交易过程非常短，从第一艘渔船靠

岸到码头上全部交易结束，大约只

有两个小时。

　　随着蛤蜊需求的逐渐增大，青

岛天然生长的蛤蜊苗不能满足生产

需求，每年都有养殖户专门从南方

大批量购买蛤蜊苗，运回本地进行

放养增殖。

  图为渔民将蛤蜊转运上岸。

(康晓欢 袁超)

　　“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一直都是外紧内松，

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感谢检察官们及时指正，我们

一定会尽快根据检察建议的内容进行整改，防止类

似的事情再发生。”近日，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员

额检察官朱晓燕、王冰向青岛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送达检察建议书时，企业负责人对检察官们上门帮

助企业堵“漏洞”的做法表示感谢。

　　据了解，区检察院在办理青岛某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被盗窃一案时，发现企业的货物运输司机于某

伙同装卸工杨某、李某，利用工作便利，多次盗窃公

司的铝制金属扣，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影响。

承办检察官在依法从快办理案件，积极为企业挽回

经济损失的同时，通过现场走访、对接企业负责人

等形式，了解到该企业存在货物管理不严格、人员

管理松散等问题，为避免企业再次“受伤”，检察官

依法向企业制发检察建议。

　　送达现场，检察官向企业负责人详细解读检察

建议的内容，通过释法说理帮助企业找准问题症

结，完善公司工作管理、人员管理及生产管理等机

制；落实入库管理制度，物品进出库均要严格核对

凭证，现场交接要核对好数量、规格、品种，确保交

接人员共同签字登记；加强法律法规宣教，增强员

工法律意识；增设监控设备，加强日常管理监

督等。

　　“去年以来，我院为90家企业开展涉税合规专

题辅导，走会访企62次，解决法治诉求16件，并在一

家市级链主企业设立‘即法驿站’，配备了政法专

员，随时听取企业需求和意见。”第一检察部副主

任朱晓燕介绍。

(郭亚南)

检察官助企堵“漏洞”

　　近日，潮海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和人社中心打造

一支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爱心导服、便民服

务”志愿服务活动。截至目前，通过便民服务为群

众办实事800余件。

　　潮海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积极发挥年轻队伍力

量，针对商事登记、食品经营许可、失业登记等业

务网上申办的特点，制作高频事项一扫通二维码

提升办事指引精准度，群众扫一扫就能实现政策

“一手掌握”；印发业务事项操作指南提升服务精

细度，群众随时了解业务具体办事流程；优化升级

办事大厅自助服务区，组织年轻成员引导群众进

行办理。

　　导服期间，中心工作人员以微笑迎接群众、以

真心帮助群众，用优质服务为不熟悉电脑操作的

群众讲解办理流程、完成业务登记，保证每一位群

众的业务都能顺利办理，实现“服务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现在很多业务都需要在网上办理，像我这样

不熟悉电脑的人真是有点犯愁，中心不仅配备网

上办事设备，还专门安排年轻工作人员在旁边指

导我一步步填写，跑一趟就办好了，顺利领到失业

金。”前来潮海办事大厅办理业务的市民王女

士说。

(孙瑞祥 任文韬)

潮海便民服务“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