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舟山的“渔文化”文章要做出怎样的韵味？
———2022年我市休闲渔业发展的观察与思考（3）

□记者 陈静 文/摄

专家建议：
让渔文化带动休闲渔业发展

“休闲渔业最吸引人的属性是参与度和体验

性，所提供的产品也是体验型产品，因此，在打造我

市休闲渔业品牌时，应该着重思考如何提升消费者

的体验感。”浙江海洋大学教授钱卫国分析。

“我市这些年对于休闲渔业发展的规划，大多

停留在产业本身。通过与国内其他地方休闲渔业产

业发展的对比，我们发现，关注点可以更多地集中

在产业背后的文化上。如何挖掘渔村和渔业背后的

文化底蕴，更大范围拓展服务项目，完善消费体验，

这是舟山的休闲渔业从业者和相关部门需要思考

的问题。”钱卫国说。

今年9月，海南省发布休闲渔业发展相关政策

文件。对比海南省的休闲渔业发展基础和政策力

度，钱卫国认为，舟山的渔业资源一点也不输给海

南，甚至在有些方面优于海南。政府部门可以考虑

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来促进舟山休闲渔业的发展。

他分析，海南在推进休闲渔业渔文化方面，有

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海南省引导渔民转型

升级，集中打造、创建、认定一批‘生态环境优美、休

闲特色鲜明、渔业文化浓郁、渔村风情独特’的省级

美丽渔村（培育升级一批国家级最美渔村）；重点挖

掘当地渔业文化和内涵，积极发展休闲渔业体验活

动、休闲垂钓采摘，发展民宿民居、鱼鲜餐饮、伴手

礼品、赶海、滩涂亲子活动，打造具有渔村特色的节

庆活动。”钱卫国说，这些都能推动渔业新业态健康

发展。此外，海南还将集中打造、创建、认定一批渔

业产业特色鲜明、海南渔业文化浓厚、引导示范效

益显著的省级休闲渔业节庆、博览（论坛）活动，以

发展城乡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为主题，突出渔业休

闲、娱乐、怡情、健身等多元功能，持续提高活动影

响力。“我们舟山也有渔家文化相关的节庆活动，例

如开渔节、谢洋大典，但是不够多，而且要有一定的

持续性才能后带动整个休闲渔业的发展，这些方面

需要继续积极探索。”

只有深入挖掘舟山休闲渔业的文化底蕴，打造

渔文化工程，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氛围，形成强大

的渔文化产业带动效应，才能有效提升舟山休闲渔

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舟山休闲渔业在经过20多

年的发展后，其业内秩序基本

稳定，外部监管环境也达到有

效平衡。这既是行业发展的基

本保障，但也对一些企业的创

新突破形成一定的制约。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现阶

段，部分休闲渔业企业在自身

升级转型的同时，也希望有良

好的外部环境配合。比如，他们

希冀政府部门，在海岛渔村能

围绕“渔文化”主题进行整体环

境打造，引导创业者投入相关

产业链，实现互利共赢。

舟山休闲渔业的这篇“渔文

化”文章要做出怎样的韵味？还

有哪些渔业文化底蕴值得挖

掘？记者就此进行调查。

不久前的一天，朱家尖白沙码头，带着孩子

的外地游客络绎不绝。有些是为了看看刚捕获

上岸的海鲜，也有些是为了体验下海捕鱼。

“哇，这条鳗鱼好大呀，起码有五六斤吧。”

“还有鲳鱼、小黄鱼、皮皮虾、梭子蟹，这个

是东海小白龙吧，真大……”

一条满载游客的休闲渔船靠岸，游客们陆

续走上码头，船员随后把一箱箱鱼货搬下船，

人群中顿时传出来一阵阵惊叹。

“希望我们也能有这样好的收获。”正准备

踏上渔船的游客忻女士说，这次来舟山，就是

为了体验一把舟山渔民的生活。

另一边，一位导游正带着来自绍兴的游客

陆续上船，几分钟后，一艘白色的休闲渔船缓

缓离开白沙码头，驶向渔场……

在白沙码头周边经营的这几艘休闲渔

船，属于朱家尖几位年轻的渔家后代。他们

的祖父辈曾经以渔为业，维持生计。时至今

日，这些年轻人依然以渔为业，过程却已迥

然不同。他们的利润来自船上的客人，而不是

海里的鱼。

“明天早上的船已经预定满了，要不后天早

上行吗？你们人少，船小一点也可以，价格也相

对便宜些。”记者采访胡家瑞时，他正忙着在微

信上回复一位嘉兴客人。“假期来预定的客人

特别多，不少是老客人带过来的。”

胡家瑞是朱家尖本地人，四五年前，他从

父亲手中接手了休闲渔船，又和几个合伙人打

了两艘船，专门从事休闲渔业。如今，每年的旅

游旺季，他的几艘休闲渔船总是被安排得满满

当当。

胡家瑞的父亲老胡大半辈子都在下海捕

鱼。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捕鱼真的毫无乐趣可

言。“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老胡常用

这句舟山老话头来教育后辈，希望他们不要重

走下海捕鱼的老路。

“每一次出海，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两三个

月，风浪颠簸，晕船是家常便饭。在渔场，一天

到晚就是重复的劳作，下网、收网、再下网……

都是耗体力的活儿。要是赶上台风，就要赶在

台风前抢收渔网，连续工作一天一夜再正常不

过。做渔民的，分不清身上是汗水还是海水，都

是一样的苦咸。”老胡说。

然而，在他看来疲累至极的劳作，竟然会在

若干年后成为很多外地游客的乐趣所在。

十余年前，老胡年纪大了，体力不济，开始

筹谋自己的退休生活。“捕鱼实在太辛苦，但是

除了捕鱼，我其他也不会干，于是就和几个亲

戚干起了渔家乐。我就想，虽然少赚点，但至少

比出海捕鱼稍微轻松点，而且这又是自己干了

多年的老行当，一点也不生疏。”因为干了多年

的船老大，老胡熟知风信、潮水和渔场、鱼性，

那年夏天，他和几个老伙计，带着来自上海、杭

州的游客，教他们识潮流辨风向，教他们撒网

起网收鱼鲜，游客们跟着渔老大，总能网到鱼，

钓到虾，笼到蟹。

“就是给游客体验一下当渔民，如果运气

好，还能捕上大黄鱼。”他说，那几年，因为自己

经验丰富，一临近夏天，他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都是找他预定的外地游客。

“老行当能吸引游客，能赚钱……”这

是像老胡这样最初转产转业的老渔民得出

的质朴结论。但朝着这条原始发展的道路，

十多年下来却逐渐感觉步履维艰。

“现在干的和以前差不多，就是带着游

客去体验一下当渔民的感觉。”比较年轻的

胡家瑞，不再拘泥于老一辈的思路，对于休

闲渔业，他有不少自己的想法。“我们现在

做休闲渔业的，大多是‘渔二代’，很清楚单

靠海上作业场景要想长期吸引游客，肯定

是不现实的。他们玩过一两次，新鲜劲儿过

去，也就不会再来了。”他说，“我们也在四

处打听，参考外地经验，想琢磨出更长久的

经营模式来。”

胡家瑞很赞许象山的休闲渔业发展模

式。“除了有‘渔海之乡’为主题的县博物

馆、海洋渔文化馆等，还有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国家海洋公园，加上一些非遗文

化，把整个渔文化和节庆、旅游等内容紧

密结合，统筹安排，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他说，“和象山的休闲渔业相比，咱们舟

山同样有丰富的渔文化。但是那些传说、

习俗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就是应该

把这种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展现给游客，

形成一个吃、喝、玩、乐俱全的流程，让游

客愿意再来。”

如今，胡家瑞在考虑如何把休闲渔业

和互联网相结合，“就这样出海捕个鱼，回

来就是把海鲜烧一下，其实这和十多年前

的渔家乐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我现在想的

是，是不是可以把直播这个概念引入到渔

船上。”他给记者分析，“休闲渔船捕鱼的海

域往往在近海，网络信号相对较稳定，加上

网络上不是有很多主播直播挖藕、烧菜、唱

歌，那我们完全可以直播捕鱼，我相信不少

晕船的游客肯定没有尽情体验或者完全没

有体验过海上捕鱼的快乐，我们完全可以

用直播的形式让网友们看到这个过程，同

时也让他们看到渔民的艰辛和海鲜的来之

不易。”胡家瑞说，明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他打算往这个方向尝试一下，“或许这会是

休闲渔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于年轻人的新做法，老胡不怎么看

得懂，但绝不反对，而且力所能及就帮上一

把。他觉得，自己脑子里曾经有过的模糊想

法，正在年轻人手里逐渐成为现实。他发

现，外地游客对渔村那种“南风吹吹，小酒

醉醉”的生活，也十分感兴趣，他们时常会

询问渔家器具的作用，想听老渔民讲述渔

乡的传说。虽然有时候因为语言的隔阂，沟

通并不那么顺畅，但这些带有鲜明海洋文

化特色的内容，确实能让游客流连忘返。

“如果渔村能够回到几十年前的样貌，

让游客看看老底子的织网、修船，尝尝地地

道道的舟山老下饭，应该也是十分吸引人

的。”老胡笑着说出心里的想法。

来自上海的游客“老饕”酷爱美食，每年

夏天，他都会带家人来舟山大快朵颐，“舟山

的海鲜捕上来立刻烹饪，口感、鲜度和我们

在上海品尝到的完全不一样。”

近几年，体验过多次休闲渔船后，“老

饕”觉得自己对此项活动的感兴趣程度降

低了。“就是上船捕鱼，下船吃鱼，总让人

觉得缺少后续。”他说，自己希望参加更多

的民间文化活动，比如在休渔期，可以参

与一些活动，例如赶海寻宝、技能比赛、渔

文化展示……这是很好的亲子活动，能吸

引游客。

数年前，“老饕”曾去我国台湾地区旅

游。“台湾也有不少渔村，他们就挺重视

‘渔味’。例如‘说菜’的传统，民宿主人会

把海鲜菜肴的名称、由来、做法等，通过故

事呈现出来，增加消费者的乐趣，既有趣

味又有底蕴。另外，通过很多网络视频，我

们对赶海感兴趣，如果在休闲渔业的体验

中，有渔民带着去赶海，我们都非常愿意

参与。”

采访中，从事导游工作的何娜也提到

了舟山休闲渔业的长远发展。她说，渔文化

是舟山海洋文化的特色。来舟山体验休闲

渔业的游客，鲜少有人知道舟山丰富多彩

的渔文化，像渔绳结、渔民号子、绿眉毛、饮

食文化等，都是游客感兴趣的话题。

她告诉记者，在朱家尖的樟州湾，旅游

旺季偶尔有渔嫂穿着传统服饰在村里织补

渔网，游客经过时，大多会驻足观看。但这

只是零星现象，未能普及。“我觉得，舟山的

渔文化打造可以参照杭州宋城，建设一个

古风渔村，从建筑到服装都融入历史文化

色彩。可以举办大型实景表演，让游客体验

渔民最真实的生活场景。还可以把民宿打

造成‘渔宿’，突出渔文化特色。”

胡家瑞对渔文化也有过一些了解。他

说，活动是带动人气的主要方式，定期开展

节庆、赛事活动，如汉服节、渔民节、海钓节

等吸引游客，对于休闲渔业的整体发展大

有裨益。

“嵊泗有国家级海洋牧场，可以尝试打

造‘网红’海洋牧场旅游度假区。”在嵊泗从

事休闲渔业的“渔二代”阿斌说，休闲渔业

和旅游文化可以紧密结合。他认为，嵊泗海

洋牧场可以作景观设计，同时鼓励建设一

些海洋主题风格的民宿，结合蓝天、碧海、

细沙等景观元素，打造旅游胜地、摄影基地

等，甚至还可以加入康乐疗养等主题元素，

由观光型向度假型转变，缓解海洋牧场旅

游淡旺季明显的弊端，增加旅游者的重游

次数。

韵，在老底子场景

韵，在文化底蕴

韵，在劳动过程

停泊在白沙码头的休闲渔船

刚捕上来的海鲜让游客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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