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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垂钓，海钓尤甚。
胶东濒临黄渤海，海面上一座座岛

屿似“上帝”撒下的粒粒珍珠，曲折漫长
的海岸线像一条银丝环绕着大半个美丽
富饶的胶东半岛。这里海域宽阔，海水
清澈，礁石嶙峋，是垂钓爱好者施展身手
的乐园。退休以后在朋友的邀约下，我
加入到了垂钓爱好者的行列。

黄渤海盛产鲅鱼、牙鲆、黄姑鱼等几
十种鱼类。由于多年过度捕捞，造成资源
匮乏，近处岸钓几无所获。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垂钓队伍不断壮大，于是有

“海上高尔夫”之称的船钓兴起，从而形成
了一条垂钓船、钓具、钓饵等不断加粗延
长的产业链条。

每年从四月到十一月，随着节气的变
化，不同种类的鱼汛接踵到来，都是垂钓
爱好者一年中的欢乐季节。届时，一般三
五人相邀，船钓于海上。碧海蓝天间，同
海鸟做伴，与浪花共舞，钓友们谈笑风生，
心无旁骛专心垂钓，脑空身轻的感觉，真
可谓优哉游哉！

垂钓，能否有渔获，鱼的大小、品种
并不十分确定，垂钓者始终在可与不可间
充满希望和期待。当钓获大鱼时，一种征
服感刺激多巴胺立刻上升，从鱼儿探饵时
的警觉到咬钩时的惊喜，从遛鱼时的紧张
到拖离水面时的兴奋，及至将鱼装入鱼护
（或钓箱）时的高兴，激动的情绪在短时间
内不断变化切转，难以抑制，怎一个“爽”字
了得！我敢说，对垂钓爱好者而言，钓获大
鱼时的喜悦，不亚于俗语讲的人生三大喜。

“鱼头有火”这句话一点不假。钓友老
曲原是某单位领导，退休后同老伴到北京
照看孙子，他喜爱孙子是出名的。七八月
份是钓黄姑鱼的黄金季节，老曲痴迷钓黄
姑鱼，他不顾老伴埋怨，每年这段时期就离
开心爱的孙子，只身返回烟台住两个月，专
司海钓。他笑言，孙子一年到头我随时可
以看到，但黄姑鱼一年就一个旺季，过了这
个时间就错过一年，是无法弥补的。东北

民间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说法，
我这是宁舍看孙子，不舍钓黄姑。

一次我们去位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
岛中部的大钦岛海域垂钓。下午进岛，习
习海风驱走了末伏天的闷热，从大陆登岛
的我们立刻感觉像进了一间凉爽宜人的
空调房。岛上民居青石红瓦，绿树成荫，
悬崖壁立千仞，礁石犬牙交错，海涛与松
涛遥相呼应。旖旎的风光，好像一幅浓墨
重彩的风景油画。一位钓友感慨地说：

“如果不是垂钓，我们恐怕一辈子也没机
会来到这么美丽的仙境。”

夜宿船主家。热情好客的渔家大嫂
为我们准备了满满一桌丰盛的海鲜晚餐，
鲜中带甜的渔家特色风味至今难忘。

夏日，天亮得格外早，四点多钟东方天
际就露出了鱼肚白。按捺不住兴奋心情的
钓友们再也躺不住，早早起床做起了登船
出海的准备。船老大见我们急不可耐的样
子，笑着说：“不急，岛四周都是钓场，船一
会儿就到达。今天海上是中潮、活汛、小
浪、西南风向，现在正赶上涨半潮时间，鱼
咬口好。”听他一说，我们摩拳擦掌恨不得
马上甩竿上鱼。

船老大驾驶着“雅马哈”双发动机快
艇，如满弓的利箭“嗖嗖”地在浪尖上飞
驰，身后耕起的白浪水面远远不能复合，
五六分钟就到达了钓点。钓友们赶忙挂
饵抛竿。

我坐在钓船的中部，过了近二十分
钟，船头船尾的钓友频频提竿上鱼，鱼不
大，多是三两左右的黑鱼、黄鱼，偶见半
斤以上的。半个多小时过后，我仍鱼崽
不见，偶尔只是感觉沉在二十多米深的
海底钓垂晃动了一下，再无任何反应。
身旁诙谐幽默的资深钓友老崔调侃说：
看来你今天要当“空军”了。我故作轻松
地回应他一声，焦急又纳闷的表情却已
写在脸上。经验丰富的船老大说：“别焦
急，说不定你的钓位水下有大鱼呢！否
则，为什么小鱼不敢过来咬钩呢？”话音

刚落，我感觉拿竿的手有力地抖动了一
下，紧接着竿稍猛地下沉，我赶紧刹竿上
提，顿觉钓线沉重。挂着鱼了！我兴奋
得热血上涌，手摇渔轮，钓物在水下忽左
忽右、忽前忽后地窜动。“大力马”钓线绷
得紧紧的，钓竿弯曲都近180度了。狡
猾的鱼见无法挣脱，开始向船底下扎，
这是钓手的大忌，容易造成上钩的鱼脱
钩逃跑。这时，渔竿连节处发出“吱吱”
的声音，不好！再继续下去，价格不菲
的进口渔竿有折断的危险。钓友开始
出主意，有的说撑住竿不要让鱼乱跑；
有的说打开卸力，放线遛鱼，待鱼劲头减
弱，再慢慢收线提竿……

看着越来越弯曲的渔竿，我有些心
痛，试着慢慢摇动渔轮，收紧渔线，双臂撑
住渔竿，让它在水下左右挣扎游摆。当感
觉拉力逐渐减弱，我开始提速摇轮收线。
经过十几分钟的搏斗，臂力近乎耗尽，一
条近两公斤重、活蹦乱跳的牙鲆鱼被收入
船舱。如释重负的我提起带着体温的鱼，
向老崔得意地摇了摇。他抿嘴笑笑，伸出
大拇指，投来羡慕的眼神。

一起垂钓的钓友是相对固定的，大家
彼此成为好朋友。常言道“百年修来同
船渡”，钓友之乐岂止在鱼，一条船上大
家志同道合，聊天逗乐也是一大兴事。

一天的垂钓结束，渔获颇丰。钓船靠
码头后，余兴未消的老崔边收纳钓具，边
回顾复述着今天发生的故事。登上返程
的车后，他突然想起挂在船舷上盛着鱼
的鱼护忘了取。大家一阵哄笑，老崔自
嘲道：“钓者重在过程，岂在鱼乎！”

是啊，此话不无道理，海钓图的主要
是快乐，玩的是垂钓过程，是渔而非鱼
也！人生也不过如此，回过头来看，享受
的是奋斗拼搏过程的快活，记忆深刻的是
克服困难的智慧和勇气。结果固然重要，
但有几人还去耿耿于怀津津乐道呢！

笑声飘荡在码头上空，扩散到洒满夕
阳金晖的海面。

冬雪季节，烟台市散文学会联合烟台
众创核电研发中心组成核能科普采风团，
一行近20人如冬天里的一把火，走进位
于浙江海盐的秦山核电基地以及位于广
东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

这是采风团继走进国家电投集团山
东核电科技馆和海阳核电站后的第二次
采访活动，也是烟台市散文学会首次走出
烟台、走出山东进行采风创作活动，采风
地点均是中国核电的代表性核电站。位
于浙江海盐的秦山核电基地，是中国大陆
核电的发源地、中国核电“走出去”的先行
地。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的大亚
湾核电站，是我国大陆首座大型商用核电
站，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工程，其中两台
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机组所生产电力80%
供应香港，占香港用电量的四分之一。

漫步中国核电科技馆和大亚湾核能科
技馆，采风团从核能与发展、核能与安全、
核能与生活等不同的角度，追寻着以秦山

核电和大亚湾核电为代表的中国核电事业
不断创造奇迹、推动中国从“核大国”向

“核强国”迈进的光辉历程；采风团成员心
中关于核电安全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随
着参观的深入而逐渐找到答案；而核能供
暖、核医药等核能生活应用场景的展示，
更是打开了采风团成员的思路。

登上观景平台凭栏远眺，科技馆中图
片上的一台台核电机组真实地矗立在眼
前，采风团成员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核岛
的壮观与威严，每个人都深受震撼，对核
电人不断在荒滩上建起一台台国之重器
的自豪感同身受。

“核电人真是一群不断进取、善于创
新、勇于迎难而上、敢于争夺第一的建设
者，非常令人敬佩。”作家王明珠的感叹，
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采风中，采风团成员幸运地获得了与
两位国宝级核电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秦
山核电“大国工匠”、在业内获“工人院士”

称谓的中核集团首席技师戚宏昶，20多年
来一直从事核反应堆核级设备检修工作。
这样一个不可想象的神秘岗位，遇到过最
难维修的故障是怎样的？日常工作场景怎
样？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家人之间如何相
处和理解……采风团成员一连串的问题从

“大国工匠”这里获得了解答。
烟台市散文学会会长邓兆安说，本次

合作具有开创性，是烟台作家第一次通过创
作宣传核电。核电也是个陌生题材，很多作
家从未涉猎，很具有挑战性，但更激发了大
家的创作热情。他希望各位散文作家深入
采访，深度思考，精心构思，用心创作，讲好
中国核电故事，推进烟台核能科普。烟台市
散文学会名誉会长綦国瑞是学会的创始会
长，此次与采风团一同走进秦山核电基地和
大亚湾核电站。外地先进经验，精彩核电故
事，令他倍感振奋，畅想烟台核电未来，他相
信烟台一定会进入核电“第一方阵”，为高质
量发展注入“核动力”。

走进中国
核电高地
山惠

行走者行走者

爹娘
于建波

俺爹
不是大佬
可过年买鞭
从来不说钱少
每当我
在火光旁手舞足蹈
总会看到俺爹
东瞅瞅
西瞧瞧
像是在灰烬中
寻找丢失的后悔药
脸上竟然不见
一丝丝开心的微笑

娘奚落他
心眼比针鼻还小
舍不得赔上的二斤老烧
其实
她最知晓
拉锄钩的汉子
风寒腿
雨浸腰
一口烧酒
能顶十贴膏药
谁舍得拿它去换热闹

看着这位
黄土里刨钱的“金主”
娘不再叨叨
悄悄塞给他
一张红色的百元钞
就像当年定亲时
送他一只鸳鸯荷包

此时的男主角
没有拥抱女一号
却吹了一声
小羊倌的口哨
顿时
娘的脸一通羞红
婉若绣楼上的少女
迎来了娶亲的大花轿
这曾是他们俩
私下里约会的暗号
星星知道
月亮知道
村前的那条小河
也知道……

诗歌港

寓意
奋飞

熏鲅鱼，
炸面鱼，
炸刀鱼，
寓意年年有余。

蒸饽饽，
蒸馒头，
蒸发面饼，
寓意蒸蒸日上。

烙圣虫，
烙花生，
烙火烧，
寓意圣虫在囤。

剪窗花，
挂灯笼，
辞旧迎新，
寓意祖国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