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阳钓友小刘：
河边钓鱼救上落水者

小刘是家中的独子，今年 40 岁，结
婚前就喜欢钓鱼。小刘的父亲老刘有个
偏见，总觉得钓鱼是游手好闲的人才干
的事，因此希望他结婚后有了媳妇管，会
改掉这个“毛病”。但是没想到，小刘结
婚后钓鱼的出勤率反而更高了，原因是
媳妇就喜欢他钓鱼时专心致志的样子，
说是“很帅气”。

“为什么说我钓鱼‘帅气’？后来我
才知道媳妇支持我钓鱼是觉得我有这
个爱好比喝酒、打牌强百倍，再说钓起
鱼来，我也不会玩手机。”小刘告诉记
者，其实这也是很多人能够坚持钓鱼的
原因，“如果妻子反对，相信没有人会一
直坚持。”

小刘在城阳一家工厂上班，上 24
小时休 48 小时。休息时一般都会在家
附近的河流和湖泊边钓鱼。这些河流
和湖泊大多靠着农田，当农民们在地里
忙碌的时候，小刘坐在河边悠闲地钓
鱼，这在很多人眼里就显得“不合时
宜”。如今农村还在种地的大多是老年
人，有时地里干了，需要挑水浇菜，会下
到河里挑水。河边适合钓鱼的钓点并
不多，而这些钓点往往因为结构突出，
也适合挑水人打水。这种情况下，不是
挑水的人嫌弃小刘碍事，就是小刘抱怨
挑水人吓跑了鱼。

天气好的时候，小刘喜欢带几罐啤
酒和几根火腿肠，悠闲地一边钓鱼一边
喝酒。今天秋天的一天，他在村子后面
的水库钓鱼时，一名浇菜的村民失足落
水，他扔掉手中的啤酒罐，赶过去用捞网
将对方拖了上来。因为救助及时，落水
村民没有呛水，一个劲地感谢他。说也
奇怪，当天小刘一条鱼也没钓着，淡钓

“空军”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本来想去
市场上买条鲤鱼装作是自己钓的，毕竟
妻子如此支持不能让她失望，但是最后
觉得这种做法过于“荒诞”，就没有去。
回家后，妻子问他是不是不舒服，怎么一
条鱼都没钓着。他没有回答，就说犯困
去躺下了。

傍晚时分，落水的村民拿着几斤鸡
蛋和点心打听着找上门来，要当面感谢
救命恩人。小刘的妻子这才知道他今天
鱼没钓着，倒是救了个人，一个劲儿地夸
他。虽然小刘没有收落水村民送的礼
品，但是非常开心，他觉得钓了这么多年
鱼，这是收获最大的一次。

市北钓友孙佳斌：
钓友都是生态环境保护者

30 岁的孙佳斌是青岛市钓鱼协会
会员，十几岁就跟着家人钓鱼，可谓经验
丰富。当记者问他青岛有这么多钓鱼
人，一天是不是会钓走很多鱼的时候，他
笑了。“这些人也不会天天都出去钓鱼，
而且钓不到的居多。”孙佳斌告诉记者，
在朋友圈里发布抱着大鱼照片的多，但
是发布自己“空军”的少，这就给大家造
成了一种印象：钓友们太厉害了，每天都
会钓着大鱼。

孙佳斌虽然是资深钓友，但经验丰
富的他有时也会“空军”。“钓鱼就是这
样，再厉害的钓手也不敢打包票说自己
今天会钓着鱼。”孙佳斌说，所以钓友们
都说钓鱼最可怕的事不是遇到大风大
浪，而是出门时老婆说：“我去买蒜姜，等
你晚上回来咱做鱼吃。”

在孙佳斌看来，活跃在青岛各处的
每一位钓友都有可敬之处。钓鱼作为一
项爱好，钓友们都非常“忠实”，比如所有
钓鱼人钓到小鱼后，都会小心翼翼地摘
下钩来放回水中，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
淡水区。“这应该是大家心里的一项‘规
则’，也不用谁去专门教，都觉得理所应
当。”孙佳斌告诉记者，每一位钓友都可
以说是水质监督员，还是非法捕鱼者的

“克星”。钓友们发现哪个地方的水受到
污染，会马上打电话给相关部门投诉；发
现有非法捕鱼者，比如用电网的，会立即
举报，恨不得马上来警察把不法分子抓
走。“一些人把环境破坏了，把鱼子鱼孙
都电死了，我们还怎么钓鱼？”钓友们用

实际行动，改善了生态环境，保护了自然
资源。

“有一次我去海边玩，闻到一股臭
味，我条件反射似的开始用鼻子寻找臭
味的来源，最后发现附近一个排水沟在
排污水，我马上就将此事反映给了新闻
媒体。几天后回去再看，污
水没有了。”孙佳斌介绍，不
仅是他，其他钓友也都会在
钓鱼时注意保护环境，有一
次他跟一帮朋友出海钓鱼，
当天鱼情不好，大家一商量
就动员船长捞海里的塑料瓶
子，“这种事只要有人提出，
没有反对的，大家都觉得只
有环境好了鱼才会多，钓鱼
才过瘾。”

资深钓友王涛：
钓鱼一定要注意安全

42 岁的王涛是一位职

业钓鱼人，一年 365 天几乎天天在海上。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钓鱼人一旦麻
痹大意，就容易落水发生危险。所以我总
是建议钓友们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淡水
区，一定要穿救生衣。”王涛说。

青岛早报前段时间报道，11月17日下
午，平度市崔家集镇胶莱河支流的一处偏
远河段，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水上救
援。一名少年钓鱼失足落水，从邻市漂流
了10多公里，所幸被树枝挡住。有村民发
现后，赶紧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接报后，
平度市公安局崔家集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
事发现场。当天气温不到10℃，落水少年
已全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少年所在位
置在河道中间，距离岸边十多米远，幸好抓
住河中间的一堆枯树枝，急需救援。由于
专业救援人员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赶到，
民警辅警们当即紧急施救，跳入水中成功
将少年救上岸。

王涛告诉记者，钓鱼遇险的事情前段
时间还发生过一起。11月13日下午，在琴
屿路附近海域，一名老人被困在礁石上，当
时正值涨潮，风大浪高，情况十分危急。在
这危急时刻，多亏青岛金山海上救援队迅
速响应，救援人员通过紧密协作，成功将老
人救出，安全送至岸边。“老人今年 70 多
岁，是名海钓爱好者，事发时由于沉浸在钓
鱼的乐趣中，忘记了潮汐的变化，等到发现
海水开始上涨时，已经来不及回到岸边
了。”王涛说，按理说经常钓鱼的人，对潮汐
变化十分敏感，这位老人并不是不知道潮
汐情况，而是钓得上瘾忘记了涨潮。“除了
穿救生衣，我也提醒钓友们不要做‘独行
侠’，钓鱼时一定要结伴，相互有个照应。”
王涛告诉记者。

除了上面两点提醒，王涛还特意整
理了一些钓鱼时的安全注意事项，分享
给钓友，希望每一位钓友都平平安安。
钓鱼爱好者要避免在恶劣天气如雷电、
大风、暴雨等情况下外出钓鱼。不在没
有明确标识的水域钓鱼。不在水流湍急
或深水区域钓鱼。不在任何电线下垂
钓，特别是在雷雨天气或空气湿度大的
情况下，更要远离高压线。此前，多地发
生过因上游水电站开闸放水，钓鱼者被
困在河中的案例，因此，钓友在钓鱼前要
注意上游开闸放水的通知，加强安全意
识，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周围环境。钓
友在绑鱼钩、更换鱼饵时要小心操作，避
免鱼钩扎到手，还要在甩竿时注意周围
的人，避免伤到他人。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嗨钓
青岛早报、青岛市钓鱼协会

联合主办

海中捡垃圾、举报电鱼者、河边救起落水村民……青岛钓友：

““我们是全能型钓鱼人我们是全能型钓鱼人””

青岛的海边有钓鱼的，域内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边也有钓鱼的。
你要是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凡是有水的地方，而且没有“禁止钓鱼”的提
示，都会看到钓竿。据估计，青岛市钓鱼爱好者最少也有20万人。这些
钓鱼人分布在青岛各处，一些有趣的事情经常发生。近日记者采访了一
些钓友，听他们讲述与钓鱼有关的故事。

嗨钓等你来

早报热线 82888000

如果你也喜欢钓
鱼，热爱这项运动带来
的快乐和收获；如果你
是个高超的钓手，期待
更多的读者看到你的
钓鱼故事；如果你是职
业选手，想分享交流钓
鱼经验，认识更多伙
伴，欢迎拨打热线或扫
码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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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友佳祺展示收获。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