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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孚灯烫蚊虫
尽显慈父之爱

“宝贝们过来，给阿爹亲一口。”阿爹
船拢洋，刚进得家门，就迫不及待来亲亲
我们几个小女儿。

阿爹带来了阿拉爱吃的小食品，几个
小姐妹围拢来，让阿爹亲个够。我不愿意
给阿爹亲，因为我爱清爽，闻不惯阿爹身
上的鱼腥臭，加上阿爹满脸胡子，刺得小
脸蛋痛痛的。所以，我避到门后不出声。
阿爹不见我的影子，大声喊：“阿四呢阿
四，侬给阿爹亲一个。”阿姆发出“格格”笑
声，指着房门“出卖”我。

阿爹回家，不但带来阿拉爱吃的小食
品，更带来满堂欢笑。

阿爹阿姆为了生个宝贝儿子，接连生
了我们7个囡囡，邻居叫阿拉“七千金”。
但他从不难看我们，把我们当作“掌上明
珠”。

夜深人静时，阿爹坐在阿姆旁边，左边
膝上一个，右边怀里一个，一只脚还摇着
躺在摇篮里的幼女，好像一个男保姆，很
难看出他是一个在东海渔场上顶风踏浪
“闹龙宫”的名老大。

阿爹对阿拉充满慈父之爱，而自己生
活很俭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吃零
食，但每逢从嵊山、大陈、石浦等渔场回
家，总是要带回诸如甘蔗、桔子、水果糖或
糕饼之类的小食品。夏天用草帽、冬天用
罗宋帽装着，双手捧着回家，给女儿们带
来一份欣喜和甜蜜。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用美孚灯烫蚊虫。
夏天睡觉，阿拉几个小姐妹难免手脚

伸出蚊帐外，阿爹看见小囡手脚被蚊虫咬
得一块块疙瘩，十分肉痛。于是，手拿美
孚灯，贴着蚊帐烫蚊虫。那双撑船的大手
是如此的细心和认真，一床接着一床，直
到蚊帐里面没有蚊子为止。

阿爹不仅疼爱我们女儿，也关心母
亲。阿爹阿姆结婚后，率领船队奔赴嵊山
渔场捕鱼，每次开洋，少则十天半月，多则
一两个月不能回家。即使阿姆临产，也无
法照顾。

阿爹晓得阿姆奶水少，还有两个年幼
的女儿也要哺育，在冬汛出门离家前，预
先为两个女儿订了鲜牛奶，保证女儿有足
够的营养。

北洋渔场冬季带鱼汛告一段落，阿爹
离开嵊山赴南洋途经沈家门，特地从嵊山
朋友家，借来一只“五更鸡”（火油炉），好
给阿姆产后做夜餐用。并设法托人从嵊
山买来当年沈家门买不到的沪产奶糕、白
糖等。

阿姆又坐月子了，阿爹抲渔船刚好
从渔场返回鲁家峙岛上，夜里10点多钟
从大队开完会回到家里，立即动手给阿
姆煮桂圆汤作为夜宵。五更天，又不顾
阿姆劝阻，再次亲手为阿姆烧点心。他
好像要补偿因常年漂泊海上而欠下的情
债似的。

有一次，阿姆手臂因做重活而伤筋。
阿爹从渔场回家，见此情景，二话没说，又
亲自动手，把家中几床被子和女儿们的衣
服都洗的一干二净。

“你是干大事的人，在外够辛苦的了，
家里事不应由你来做。”阿姆动情地劝阻
阿爹干家务。“你比我更辛苦，家里的事都
由你一人承担。”阿爹接茬说，“我常年出
海在外，最惦记的是你产后烧饭、养育孩
子的事。”在漫长岁月里，阿爹对阿姆总是
那么体贴入微。

参加劳模大会
享受崇高荣誉

阿拉家住沈家门渔港南岸——鲁家峙
岛，这里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

“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
解放前，鲁家峙岛绝大多数渔船是小型木
帆船。由于抗风能力差，劳作强度大，渔民
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

1950年 5月 17日，舟山群岛获得解
放。阿爹听党话，跟党走，1952年响应号
召，建立全岛第一个互助组，带领抲鱼人
互助合作。由于表现积极，于1953年光荣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荣获第一枚“浙江
省农业爱国丰产奖章”。1956年,鲁家峙
渔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全国海洋渔业的一
面红旗，次年2月，鲁家峙渔业生产合作社
荣获原国家农业部颁发的 1955年度农
(渔)业增产模范奖状。

“大老大，上级来通知了，要你去北京
开会。”1957年2月14日，阿爹刚从渔场
回来，就接到通知，让他赴北京参加全国
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消息传开，全岛欢
腾。

阿爹来不及洗去一身的浪花风尘和鱼
腥味，带着广大渔民兄弟的嘱托与信赖，奔
赴首都出席会议。

1957年2月22日，这是一个令阿爹终
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9时许，阿爹和
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模范汇聚一起，等候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与合影。和开会被
安排在会议主席台就坐一样，阿爹又被安
排在第一排，在毛泽东主席向左第11个位
子。

队伍安顿好后，阿爹忽地眼前一亮，只
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面

带笑容，健步向代表们走来，阿爹有点怀疑
自己是否在梦境中。但当毛泽东主席和周
恩来总理先后用他们那双曾经指挥千军万
马重整乾坤的手，和阿爹那双一年四季驶
船操舵的手紧紧相握时，这位从海岛过来
的渔老大才如梦初醒，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在这张永久保存的照片里，阿爹虽然
瘦瘦的，但十分精神，双目炯炯有神。这是
因为他充满信心，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坚韧
和刚强。

北京盛会结束，返回到鲁家峙岛后，阿
爹像吃了蜜似的，天天浸沉在幸福之中，更
加尽心竭力地投身到带领渔民兄弟多捕鱼
夺高产上。

“树上喜鹊喳喳叫，门前喜事来到了。”
1959年8月11日至9月24日，作为渔民劳
动模范代表，阿爹又光荣地参加了浙江省劳
动模范旅游参观团，到原苏联、波兰、捷克斯
洛伐克等国参观访问。阿爹还被推荐担任
浙江省政协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委员。1962
年至1963年，阿爹又连续两次出席浙江省
农(渔)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和浙江省农
(渔)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

在参加1962年省政协会议时，阿爹有
幸又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那天，周总理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陪
同下，看望参加会议的劳动模范代表。周
总理老远就认出了阿爹。他走到阿爹面
前，对邓大姐和省委、省政府领导说：“这位
不用介绍了，舟山的捕鱼大王郭钦再!”周
总理紧握阿爹的手，亲切地鼓励道：“继续
努力，要为城乡人民多捕鱼。”

“要为城乡人民多捕鱼。”阿爹牢牢记
住了周总理的话。

这些喜事，他终身不忘，待女儿们懂事
了，他一五一十讲给阿拉听。现在，阿拉也
讲出来，说给别人听，把它传下去。

捕鱼行家里手
退休重回大海

按周总理指示，阿爹努力实践。1964
年，阿爹所在的机帆渔船，首创对船捕捞年
产量上万担(500吨)，成为当年舟山渔场对
船捕鱼“状元”。1973年至1975年间，阿爹
又创机帆对船连续3年捕捞产量超万担。

他，手握舵把，驾驶着心爱的机帆渔
船，如同驾驭威武雄健的战马，一声仰天长
啸，踏碎千重碧波，驰骋在那片曾令他终身
魂牵梦绕的无垠蓝土地上；他，口含哨子，
一声清脆嘹亮的哨声响彻海空，指挥着船
员们撒网起网，捞起鱼虾满舱；他，为青年
渔老大传授观天测海觅鱼群、夺高产的技
艺与经验，甘为培育新一代渔老大铺路架
桥，让开发海洋大业代代相传……

1959年春汛，吕泗洋黄鱼旺发，大量渔
船奔赴吕泗洋渔场作业。却突遇海上风力
猛增，海浪像小山一样盖天铺地，渔船像无
头苍蝇迷失方向，有的搁浅、有的遇险。

正当渔民兄弟万分危急之时，阿爹挂
起信号旗帮大家引路。阿爹胸有成竹地对
大家说：“这里海况我熟悉，能辨清水路，跟
着我，能脱离危险闯出禁区……”就这样，
挽回了好多渔民兄弟的生命和财产。

1983年，阿爹到了退休年龄，本该名正
言顺回家体息，但事情有点出乎意料。他前
脚刚迈进家门，后脚跟满了邀他去捕鱼做老
大的渔民兄弟。定海册子的，普陀朱家尖
的，还有江苏浏河渔业队的，都赶了过来。

“郭老大，你肯到我们队里去当老大，
每年保证给你三万元。”“郭老大，你只要答
应下海，动动嘴巴，指挥指挥，工钿随你
开!”……

鲁家峙渔业队的一班哥们儿“近水楼
台先得月”，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年长的
叫他名字，年幼的呼他“大老大”。“这几年
鲁家峙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队里背了债，
社员领不到预支，你就看着不管？”

高薪邀请，他没有动心；朋友情谊，也
尽可推辞，可为了队里发展生产振经济，作
为一名共产党就要发挥作用。

第二天清早，阿爹起来找到原县委张副
书记，说：“张副书记，我想到鲁家峙再捕几
年鱼，可我已是退体干部，不知政策允许
不?”

张副书记哈哈大笑：“好啊，帮助家乡
致富，老模范再发挥余热，这是件大好事，
只要你身体吃得消，再捕十年也行!”

于是，从县委回来，阿爹一卷铺盖下了
船，船上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和亲切。

“来，大老大，我敬您一杯。”粗瓷大碗
盛满白斩鹅、猪头肉……伙计们在舱板墩，
摆酒接风，欢庆他们的“主帅”重返战场。

阿爹心潮澎湃，决心不使家乡父老兄
弟失望，把自己的余热奉献在家乡脱贫致
富的产业上。

1984年春夏汛，阿爹指挥对船在里洋
鞍渔场东北方向，一网捕获大黄鱼500多
担，取得了回队后的“开门红”。在渔业资
源严重衰退的情况下，这可是个奇迹。

当年，他捕鱼 8564担，产值达 352400
元，为集体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随后两年
又保持在7000多担这个高产数字。渔民们
风趣地说：“稀奇稀奇真稀奇，这海里的鱼好
像是姓郭人养的一样，恐怕他有‘水底眼’

‘鱼魂灵’吧!”
老将出马，一个顶三。确实，像他这样

60岁披挂上阵，持续保持高产的老大，在舟
山渔业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作为一个劳动模范，阿爹把助人为乐、
先人后己的风格发扬光大。

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鲜明对比，经
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阿爹对党凝聚了深
厚的感情。自1983年回鲁家峙渔业队捕鱼
后，他把每月退休金全部作为党费交给组
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
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舟山捕鱼大王的传奇故事
——追忆全国劳动模范郭钦再

口述：郭丰琴
整理：翁盈昌
采访时间：2021年3月31日
采访地点：沈家门街道办事处
采访对象：郭丰琴，郭钦再女

儿，沈家门街道退休干部。

人物简介：
郭钦再，1924年生，沈家门

人，中共党员，高级捕捞技师。曾
任浙江省政协三、四、五届委员，
原沈家门镇副镇长，原县渔业指
挥部副指挥、县渔业委员会副主
任等职。

14岁随父下海捕鱼，后任
木、机帆渔船老大30余年。1955
年冬负责首批木帆船改机帆船
试捕，获得成功。1957年被浙江
省海洋水产研究所聘为特约研
究员。1973——1975年他的对船
产量连年超万担(500吨)，闻名舟
山渔场。

1952年被评为浙江省水产模
范，1955年获原国家农业部授予
的爱国丰产奖章，1956年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1957年参加首届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入
选大会主席团，受到毛泽东主席
和中央领导接见并合影。1958年
被评为浙江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
先进个人。1959年8月参加浙江
省旅游团出访国外。1963年又获
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1983年退
休，1996年病故。

“阿爹这张挂满奖章的
老照片，一直被我们几个姐
妹珍藏着，这是老父亲一生
荣誉。我们还珍藏了他生
前所获得的奖章与荣誉证
书，和一幅幅记载了他日常
劳作和家庭生活瞬间的照
片，这些似乎都无言地向我
们讲述着当年他当船老大
时的故事。”望着阿爹郭钦
再的照片，女儿郭丰琴感慨
万千。

在郭丰琴七姐妹心中，
他是一位捕鱼能手，闻名舟
山渔场；他是一位革新能
手，首批完成木帆船改机帆
船试捕，被省海洋水产研究
所聘为特约研究员；他是一
位劳动模范，曾多次获得国
家级、省级荣誉；他是一位
出国访问的抲鱼人，参加过
全国性会议，受到毛泽东主
席和中央领导接见并合影。

“红旗卷起万倾浪，辽
阔东海凯歌唱，战斗渔港尽
朝晖，英雄模范谱新章。”这
是渔民对郭钦再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