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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地铁去钓鱼坐着地铁去钓鱼
接二连三的地铁线路开通让大青岛变“小”了 钓友们的垂钓范围变得越来越大

背着钓具包，穿着钓鱼服，坐公交赶地铁，青岛的钓鱼人常以
这种形象示人。青岛是个海滨城市，后海和前海到处都是钓点，不
出海也照样钓鱼。在家“披挂”好了，到了钓点就下钩，省去了穿了
脱脱了穿的麻烦。近日，贯通后海沿儿的地铁2号线西延段开通，
也让钓友们的出行更加方便。

嗨钓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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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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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出海，钓友能收获满满的惊喜。

黑头黄鱼集群了！
资深钓船船长：从两方面看高手和

新手的区别

“天气越来越冷，水温越来越低，黑头黄鱼
开始聚群，而小鱼小虾开始游回深海，导致黑头
黄鱼食物不充足，鱼口格外暴躁。”近日，钓船

“瑞康盛6”号船船长管翊皓告诉记者。
作为一个专业的钓船船长，管翊皓需要根

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哪个海域有鱼。通过探鱼
器等专用设备，加上自己对海水温度以及风流
的掌握，他一般会迅速找到“鱼窝”。“一旦发现
鱼窝，基本上几把钩就会上几条鱼，相当刺激。”
他告诉记者。

对于船长来说，作钓黑黄，船长的操控很重
要。“钓点可能就茶几那么大，二三十米的水深，
此时需要船长操控船只精准地压上去，还得保
证钓友们的线垂直。但是，钓点没鱼，再好的流
水也没用；钓点上有鱼，流水太大、流水太小都
不行。这时候真的要看船长的操舵水平。”管翊
皓说，此时需要船长打起百倍精神，精准定位，
感知水流和风向，作出判断。

同样钓鱼，为什么有的钓手钓得多，有的钓
手则只有一两条呢？管翊皓告诉记者，对于钓
手来说，其实都有自己擅长垂钓的鱼种。钓黑
黄的高手遇到黑头黄鱼，拿到船冠的概率极
高。那么，钓黑黄的高手都有哪些特点？他们
身上有哪些值得大家学习的经验？“以我来看，
主要有两个地方能够看出高手和新手的区别
来。”他说。

鱼都是在结构上，有结构的地方，鱼就喜欢
聚集。但是结构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挂
钩。铅坠鱼钩下去，钓手如果碰到结构不会躲，
就会挂底，自然不会中鱼。经验足、技术高的钓
友这时候就看出区别了：新手不会躲结构，经常
挂底，而高手能够感受到水底下的结构情况，挂
底率很低，自然钓的鱼多。再就是节奏很重要，
船长一趟又一趟地操船压到钓点上，钓友绑钩、
换钩换饵的动作要快，赶得上船长的节奏。高
手趟趟都落不下，船的位置一到位，马上下钩。
反看新手朋友，此时不是在绑钩，就是在挂底，
钓到最后渔获相差甚远。

“最近青岛海域黑头黄鱼的口感特别好，很
多钓友都带着家人们出海垂钓。”管翊皓说，跟
着出海的钓友家人，也会试着钓鱼，当鱼儿上钩
的时候，他们都会高兴得又蹦又跳。青岛人大
多喜欢吃黑头，亲自钓上来的，回家吃起来感觉
会更鲜。

作为船长，管翊皓的理念是，海里永远都有
鱼，大海也不会怠慢勤劳的人。有时候，一天鱼
情都不好，大家忙活了一天，甚至一条都没钓
到，但往往就在大家要收钩回家时，一个好钓点
被发现了。“一竿上好几条鱼，几钩下去就爆箱
了！”他说，这就是钓鱼的乐趣，跌宕起伏的感
觉，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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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地铁垂钓前海后海

“后海绝对有鱼，我每次去都不落空。”钓友老张告诉记者。老
张今年62岁，钓起鱼来特别投入，退休后不是在钓鱼就是在钓鱼
的路上。别人都是有一个钓友群，他有三四个，几乎天天都和不同
的钓友结伴钓鱼。

老张如此喜欢钓鱼的理由很简单，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钓几
条鱼家里人一起吃呢。此外，他觉得人总要爱好一项或几项运动，
自己不擅长跑跳，也不喜欢和人打球踢球，而钓鱼既能让自己多走
路多运动，又能有所收获，因此他就抱定了钓鱼这项运动。

老张朋友圈钓鱼群的钓友，有喜欢出海钓鱼的，也有喜欢在岸
边钓的，老张就属于后者。他出去钓鱼以公共交通为主，步行为
辅。原先他家在台东的时候，他就步行去前海雷达山钓鱼。“走上
五六十分钟，边走边看光景，身体还得到了锻炼。”老张介绍，他现
在住河马石，去雷达山就坐4号线再倒3号线，方便快捷。

沙子口和温泉东也是老张喜欢去的两个地方。早上 6 点起
来，他坐上地铁4号线，到沙子口下车，等着住在城市各个地方的
钓友会聚，然后步行到海边，开始一上午的快乐运动。如果鱼情不
好，大家一商量，可能倒上蓝谷快线，去温泉东垂钓，去享受“跋山
涉水”钓鱼的快乐。

2号线西延段开通，老张已经去了两次，“小港一带都是钓点，
再往西到轮渡，也可以钓鱼。”老张说，他建议初学者到小港附近垂
钓，因为这里钓友集中，不明白的可以当场问，跟着学。

地铁让钓友没了区域限制

地铁延长一公里，城市就长大一公里，人心也会跟着“膨
胀”——以前去不了的地方，现在也可以去了。家住团岛的魏先生
酷爱出海钓鱼，西海岸新区的日月天码头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
乘船出海。之前需要开车前往，一路上他小心翼翼精神紧张，到了
日月天码头，开车就累得够呛。自从地铁6号线开通，他和很多钓
友就坐地铁前往。“下了地铁再倒一站公交，非常方便。”魏先生说，
他在地铁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而且省去了在码头的停车费，
非常划算。

地铁的四通八达，不仅让家住市南市北李沧的钓友感觉到出
行方便，也让胶州、西海岸新区和城阳区的钓友们开拓了新的“天
地”。以前只钓淡水的小孙家住城阳区，自从地铁1号线开通，他
就“舍淡就海”。周六或者周日，他带着妻子和儿子，乘坐地铁来到
五四广场，玩一会儿，他就钓一会儿。有没有收获其实不重要，重
要的是妻子和5岁的儿子可以逛景，他也可以过瘾。“之前老是说
我就知道钓鱼，不知道陪家人，现在好了，逛逛青岛的好地方，中午
还可以到附近大商场吃个饭，一家人都乐和。”

住在西海岸新区的钓友垂钓的脚步也不再止于西海岸，前海
以及更远一些的沙子口、温泉东，都会看到来自西海岸的钓友。老
张在温泉东钓鱼的时候就认识了来自西海岸的钓友老李。老李带
的鱼饵不够，老张和他主动分享了自己制作的鱼饵。一来二去，大
家又都成了朋友，加了微信，彼此介绍自己所在的钓鱼群，相约哪
里出鱼就在群里说一声。

“现在的地铁四通八达，拉近了大家的距离，再远的路也挡不
住钓友们的脚步。”老张在钓鱼群里做自我介绍时，这样说。

发现钓点，钓友们下钩后每把钩都中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