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倩倩 文/摄

本报讯 前天下午，在位于定

海区马岙街道夏家门177号的知否
书屋前，一块写有“以书换蔬”字样

的展牌引人注目，桌上摆放着黄

瓜、西红柿、梅豆、大白菜、莴笋等

新鲜蔬菜，这些蔬菜并不出售，市

民可以用闲置书籍来置换。

这是由定海团区委和舟山千
年马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推
出的“以书换蔬 温暖约读”活动，

即用6本闲置书籍，换取一袋由当
地村民种植的新鲜蔬菜。

活动现场，市民参与热情高

涨。“家里有不少闲置书籍，占地

方，卖掉又可惜，这次活动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闲置书籍发
挥更大的作用。”市民吴女士捧着

换来的蔬菜，乐呵呵地说道。

“活动将‘书’和‘蔬’相互结

合，既完成了一次爱心的传递，也

完成了一次读物的分享。”舟山千

年马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批闲置书籍将捐给有
需要的孩子，丰富他们的课外读

物，以阅读力量传递未来希望。

“以书换蔬”让知识与爱流动起来

舟山电视台当年报道视频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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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腥味”还是“鱼香味”

那年此时，我还在舟山海
洋渔业公司渔捞二大队工作，

等待着普陀广电局的工作商调

函。工余时间，我写写新闻报

道，也经常投给定海广播站，连

续被评为优秀通讯员。偶尔去

定海广播站送稿，认识了广播

站的记者编辑。

听说晚上沈家门渔港有亚
运火炬传递活动，我吃完晚饭

后从附近的平阳浦舟渔公司往
沈家门方向赶。

当时长长的滨港路、兴建

路两边均挤满了人，火炬传递

这种因体育赛事带来的活动，

至少在舟山是第一次，事先媒

体一次次宣传报道其他地方的
传递盛况，作为海岛地区的人

们，自然表现出强烈的新鲜感、

自豪感。

我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

辆面包车停下来，走出两个熟

悉的身影。他们是叶永对和黄
雅君两位记者，于是过去打招

呼，看到车上还有空位，就表达

能否上车的意愿，他俩爽快地

答应了。

当时舟山县级媒体只有
广播站，搞录音报道是常态。

只见两位记者一会儿推敲报
道用词用语，一会儿站在路
中央录音，一会儿寻找观看
的群众采访……忙碌又辛苦。

因为采访车畅通无阻，所以

当晚沈家门整条沿港路的盛
况我均目睹了，而其他观众只

能站在一个地方等火炬，因为

交警管控很严，不允许观看者

随意走动。

有一个细节我记忆犹新：

那时沈家门渔港边多为水产加
工厂或渔市场，加工设备低端，

整个渔港长年鱼腥味很浓。两

位记者在报道时，探讨说“鱼腥

味”还是“鱼香味”。其实鱼腥味

很多时候就意味着鱼臭味，所

以最后定下来就说“鱼香味”，

这样才与整个报道基调相吻

合。后来，听说这个报道还得了
一个奖。

企业家成火炬传递手

那次亚运圣火传递活动的
传递手中，有一位人物我印象
颇深，那就是时任沈家门海洋

渔业公司的总经理张金康，今

年3月他刚刚去世。当时，由于

沈渔公司经营效益良好，张金

康一度成为当地风云人物，先

后被选为市人大代表、评上市

劳动模范，还被命名为浙江省
优秀企业家。作为企业界代表，

他成为火炬传递手。

张金康原来是一个中专
生，1968年毕业分配到普陀五
金公司工作。1970年，他主动要

求去普陀沈家门鲁家峙渔业大
队捕鱼，业余时间他还是一名出
色的篮球运动员。3年后，他被调
到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工作。1979

年，鉴于他具有良好的机修技
能，沈家门渔工商联合公司组建
时，他被抽调过去，一步步被提

拔至公司总经理，1984年任沈家

门镇副镇长兼沈家门渔工商联
合公司总经理。1989年，公司改
名为沈家门海洋渔业公司。

新闻报道装备今非昔比

近日，在朋友圈看到当年

舟山电视台两位主持人关于亚
运火炬传递现场报道的视频，

感觉那个时候主持人口才确实

很不错，一路过来滔滔不绝，很

朴实、也很有激情。

两位主持人手拿的麦克风
长话筒，递来递去，轮流播报，

看了令人忍俊不禁，记者装备

可谓今非昔比。

看着这段5分多时长的视频，

我似乎沉浸到那几天激情澎湃的
亚运圣火传递的日子，回到了舟山

人外出需要走渡轮的年代。

我与亚运的故事

3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
我在渔港边跟着记者看亚运火炬传递
□姜焱

“各位听众，我现在就在著名渔港沈家门，向您报道亚运

火炬传递盛况；一进入这个繁华的渔港，记者就闻到了一股

浓浓的鱼香味……”这是1990年的9月的一天晚上，笔者凑

巧站在定海广播站记者叶永对、黄雅君的身边，听两位记者

录音报道亚运火炬传递活动。

□记者 陈斌娜

本报讯 今天起，《舟山市国

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钓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

海钓证申领工作随之同步启动，需

要新办理海钓许可证的市民，即日

起可在普陀和嵊泗两地申请办理，

线上线下皆可申办，但申办新证先

过“考试关”。

根据《办法》，需要进入浙江嵊
泗马鞍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浙江

普陀中街山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

（以下统称保护区）内从事海钓活

动的个人，都要申请办理海钓证，

并规范使用。目前，海钓证申请事

项分为海钓许可证新作、海钓许可

证有效期满延续、补发海钓许可证

等三项业务子项。

申请海钓证新作的市民，首先

要过“考试关”。即申请者先要完

成海钓活动安全管理和资源保护
等相关规定的学习，并通过考试。

然后，再提交海钓证许可申请表、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2寸正面免
冠彩色照片、服从海钓安全管理
的承诺书，以及通过海钓活动安
全管理和资源保护等相关知识考

试的证明。

一般来说，新作的海钓证有效

期为二年，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的
海钓证有效期限为一年，也就是新

证有效期最多3年。若延续申请的3
年有效期满后，还要继续从事海钓

活动的，需再次按照新证流程进行
申请。补发申请的海钓许可证有效
期与原证件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申请办理海钓

证有效期满延续的首要前提，是持

证者在海钓许可证有效期内未违
反海钓管理规定，方可申请“续

期”。其所需要提交的材料，除无须

提交“考试证明”外，其他提交材料

和上述新作证的要求一样。申请补

发的也一样。

“为方便海钓许可证申领和使
用，普陀和嵊泗两地的渔业部门均
已推行了海钓许可证电子化。”市

海洋与渔业局政策法规处主要负

责人郭朋军说，市民也可以线上同
时申请。

据介绍，线上申领可通过登录
“浙里办”APP，搜索“我的船”，进

入该页面后再点击“海钓证考试”，

再按步骤选择操作即可。“电子证”

与纸质版具有同等效力。

《舟山市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海钓管理办
法》今起正式施行

申办海钓证先过“考试关”
新证有效期最多3年，线上线下皆可申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