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翁盈昌 傅方达

采访时间：2021年10月1日
采访地点：沈家门街道墩头
社区周宅
采访对象：周阿再，现年90
岁，曾任墩头渔业社主办会
计22年。

人物简介：
忻阿来，1920年 2

月出生于沈家门墩头。
15岁捕鱼，25岁任木帆
船老大，31岁任带头船
老大，1954年任舟山专
署水产技术指导站(省海
洋水产研究所前身)技术
员，1957年任省海洋水
产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1960年9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62年，应 300
余名渔民联名请求，回墩
头渔业社任带头老大，指
导生产。1973年夏，著
名数学家华罗庚来舟山
推广机帆船柴油机转速
与燃油“优选法”，忻阿来
被荐任原沈家门镇优选
法推广组长。1974年回
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任原
职，后调任省渔业指挥部
技术顾问，198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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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泗洋海难 指挥渔船逃离“鬼门关”
出洋抲渔，最怕的是风云突变。在江

苏吕泗洋，沈家门墩头渔民遭遇了一辈子
难以忘怀的悲伤。

1959年4月，吕泗洋渔场小黄鱼旺
发。连日的丰产后，舟山和其他各地数
千艘渔船一起，于4月10日晚选择了夜
锚洋地。

深夜，海面上狂风骤起，暴雨倾
盆，从海底翻起的“虎爪浪”，如墙似
山，带着厉啸扑向渔船，压顶而过。
“快把鱼扔掉，网拔掉！”墩头船老大
忻阿来掌着舵指挥船员把舱中的鱼
货全部倒入海中，以减轻重量增加渔
船浮力。

风浪追击着渔船，一路肆虐而来。
无情的“捣底浪”像魔鬼的巨手，托起船
底，左传右递、忽高忽低，在洋面上玩起

了“击鼓传花”的生死游戏。渔民晕了，
渔船也都“晕”了。洋面上，除了被渔民
扔弃的鱼货和渔具外，还有许多桅杆、
船舵、橹等重要船部件。

第二天上午，风浪继续增强，风向
由东南转为正东风。

“快把偎船的人接过来！”忻阿来对
船员们大喊。偎船是艘靠篷帆、橹桨航
行的木帆船，在狂风恶浪中如片豆荚，
危机四伏。然而风浪太凶恶，网船多次
靠近偎船救人时，都被硬生生地分扯
开，几个浪头后，偎船就失去了踪影。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偎船上7名船员遇
难，其中包括忻阿来的亲弟弟。

承受着失去弟兄们的痛苦，网船继
续在浪尖波谷中冲浪强行。“快去起
篷！”忻阿来当机立断作出决定。暴风

天起篷，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船翻人亡的
后果。但忻阿来坚信，只要把稳方向，
船在机器动力和篷帆风力的驱动下，航
速就会加快，安全回港的几率就更大。
而能否成功，取决于船老大的航海经
验。船员们身贴甲板在爬行中支起篷
架，渔船加速前行，终于逃离了“鬼门
关”，回到了舟山。

1959年吕泗洋受灾，墩头渔业社遇
难56人，包括2名来墩头学习的象山渔
民。墩头渔业生产元气大伤。

当大家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时，日本
渔业协会送来一只骨灰盒，说是吕泗洋
受灾时，有具遇难者遗体漂到日本，当
地开过追悼会后，专程将骨灰盒送到墩
头，表示中日友好。对此，墩头渔民十
分感谢。

“阿再呀，这次开船，阿拉性命难保
呀。”周阿再的一个要好朋友准备再次
出洋时，畏难情绪到了极点。

“不吉利的话不要说，侬不想落船，
暂时不要去了。”周阿再安慰道。

周阿再的另一个亲戚，同样也不愿
再上吕泗洋捕鱼，但为了养家糊口，不
得不出海。

1961年，吕泗洋再次受灾，墩头渔
业社又死了10个渔民。于是，近500名
渔民出社另求他业，墩头渔业社面临散
伙局面。

为了巩固集体经济，渔业社党支部
几次开会商量对策，大家目标一致，就
是叫在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任职的
忻阿来归社，他们的理由是，没有“领头
雁”不行。

●试驾机帆船 频频获高产
重振旗鼓恢复生产迫在眉睫。
“阿拉墩头渔业社不能没有忻阿

来。”墩头渔业社干部来到浙江省海洋
水产研究所，好说歹说非要把忻阿来要
回去。省海研所婉言谢绝。

于是，他们跑到原普陀县政府。县
政府领导说：“省海研所不属普陀管，我
们作不了主。”吃了两次闭门羹，渔民心
急了，便联名写下“请求书”，300余名渔
民按下红手印。

周阿再向时任舟山行署副专员王裕
民呈上渔民联名“请求书”，王裕民热情
接待，听了汇报后耐心解答：“从全局利
益看，忻阿来在省海研所发挥的作用，
要比在墩头渔业社来得大，你们应该个
体服从全局。”

“不行，不行，阿拉墩头面临的困
难，难道领导见死不救吗？”周阿再和渔
民兄弟再三要求，“让忻老大回来吧！”

王裕民为难地下了逐客令：“这个，
我一人作不了主，还得经崔副书记同
意。”

于是，周阿再又把渔民联名“请求
书”递交到了时任舟山地委副书记崔晓
东手上。经崔晓东和王裕民共同商量，
决定采纳墩头渔民意见，同意忻阿来归
社。

300多名社员按下红手印，非要请
回忻阿来不可，那么，忻阿来是何许人
士？

据周阿再介绍，忻阿来是墩头人，
1920年2月出生，15岁捕鱼，25岁任木
帆船老大，31岁任带头船老大。他不但
捕捞技术好、经验丰富，而且在社里处
事公正，有权威、有威望。

1954年，沈家门水产技术指导站成
立机帆渔船试验组，副站长周士源邀请
忻阿来参加机帆船试验。墩头渔业社

考虑到自己的生产，起初不肯放人，后
来领导做了工作才同意。

在机帆渔船试验组里，忻阿来担任
试验船老大。时任舟山地委书记李频
如语重心长地对忻阿来说：“老忻呀，试
验机帆船任重道远，担子很重，全国沿
海渔民捕鱼没有机帆船，要吃苦担风
险，你要积极配合科研机关试验好机帆
船，为海洋渔业机械化开路，为全国渔
民造福。”

经过多次试验，舟山渔业机械船试
捕生产获得成功。忻阿来试捕的机渔
“505号”“506号”对船，勇立潮头，一马
当先，成了全县的表率。

1955年初，舟山地委和专署在
定海海军大礼堂召开渔区三级干部
大会。李频如在报告中赞扬了机帆
船试验组和全体船员勇于创新、艰
苦奋斗的精神。大会为忻阿来所在

的机渔“505号”“506号”对船上的
全体渔民颁发了 500元奖金以资鼓
励。

当忻阿来代表全体船员上台领奖
时，他激动得说不出一个字，连感谢领
导的话也梗住了。说实在话，如果没有
地委和专署对渔业的重视，也就没有忻
阿来当年的勇气。功劳应该归功于地
委和专署，功劳应该归功于科研单位，
功劳应该归功于渔民兄弟。

1956年，改木帆大对网为机帆船
对网、手摇绞车为机动立式绞纲起网
机时，忻阿来功不可没，被评为地、县
劳动模范。1958年，忻阿来首创机帆
船对船产量11300担(565吨)，破万担
纪录。

1957年，忻阿来被浙江省海洋水产
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960年9月，
忻阿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传播新技术 闻名舟山渔场
“忻阿来回来了，忻阿来又回到阿

拉墩头来了……”1962年带鱼汛，忻阿
来又回到墩头渔业社，继续担任墩头渔
业社带头船老大。

带头船老大，不同于一般的船老
大，除了带领、指导全社渔船开展捕捞
生产外，还要出面处理本社船只在海上
发生的各种事故，帮助其他船只解决一
些困难。上世纪60年代，带头船上还配
有一台电台和一名电台报务员。带头
船老大，都是由社里捕捞技术最好、经
验最丰富、威望最高、处事最公正、在社
里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大担任，在捕捞船
队中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威。

忻阿来回到墩头后，不但满足了按
过手印的渔民兄弟的愿望，而且让出社
渔民刮目相看，他们背着包袱重新回
社。

为了改变“抲多抲少一个样”的不
良现象，充分调动各捕捞船只的生产积

极性，忻阿来建议社里制订“三定两奖”
政策，即定劳力、定工分、定产量，增产
有奖、节约成本有奖。

自从实施“三定两奖”政策后，在劳
力安排、工具调配、工分评定、标准产量
确定等方面都较为客观，是在渔业体制
和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一次探索，极大地
激发了各船老大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大黄鱼，大黄鱼……”1970年农历
四月十四，在吕泗洋上，忻阿来船上伙
计周阿再正在船头值班，忽然发现大黄
鱼跃出水面，就大喊起来。

忻阿来叫伙计赶快丢下漂浮物作标
识，他迅速调转船头，命令渔民下网。

“这一网可了不得，一过秤共有大
黄鱼980担（一担为50公斤），创高产纪
录。”“忻老大捕鱼技术真厉害，东海渔
场没人比得过他，连全国劳动模范郭钦
再也佩服。”据周阿再回忆，忻阿来捕鱼
技术与别人不一样，他善用“歪嘴网”捕

“斜头鱼”，一夜能捕上1000担带鱼，在
别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那么，忻阿来的高产技术是什么
呢？

一是善于分析季节、气候、海况变
化，根据不同鱼类习性，摸清鱼类洄游
规律，判断鱼情鱼发，抓住渔汛旺期，熟
悉渔场地形、底岩礁沙、潮流变化，正确
判定鱼类集群区，鱼发中心及其范围。

二是掌握鱼类喜在外海高温高盐
水、近岸冲淡水及黄海冷水团交混区，
海潮形成流隔处等集群特点，选择潮流
方向较好处下网，人称“歪嘴网”，即根
据潮水，按一定角度出网，好像歪嘴。

三是擅用“开四门”来捕“鱼头”及
“坐潮网”“流隔鱼”(潮隔鱼)。所谓“开
四门”，就是东水到了，到东边；西水到
了，到西边。实践证明，他的技术可行。

高产稳产让忻阿来成为了东海渔
场出色的“领头雁”。为推广他的捕捞

经验，忻阿来去蚂蚁岛传授机帆船捕捞
技术；赴宁波、台州、温州等地，给机帆
船老大讲课；赴山东、江苏等地指导捕
捞技术、网具改革及渔船定型等。还有
本地许多渔业社派社员现场学习忻阿
来的捕捞技术，忻阿来手把手热心指
导。

后来，省、地、县及大专院校、科研
单位将忻阿来所总结的“机帆船对网捕
捞技术”进行整理、录音、编辑并出版发
行，在东海渔场广泛推广。

1973年夏，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来舟
山推广机帆船柴油机转速与燃油“优选
法”，忻阿来被荐任原沈家门镇优选法
推广组长，华罗庚教授还特邀他赴杭州
介绍经验。

1974年，忻阿来重回省海洋水产研
究所任原职，1978年为正式职工，后调
任省渔业指挥部技术顾问，1985年退
休。

引子
沈家门是渔业重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海洋捕捞发展的历程中造就和涌现了一批闻名东海的船老大，他们对开发渔业资源、试捕机帆船、

改进捕捞技术，促进渔业稳产高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忻阿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长达半个世纪充满传奇色彩的捕鱼生涯中，他屡创高产，蜚声渔场，是驰骋东海的名老大，全国渔业机帆化开路先锋，“渔民教授”，机帆船柴油

机转速与燃油“优选法”推广组长。曾获省劳模称号，获丰产奖状、奖章，被评为地、县先进生产者等，在人生道路上谱写了闪光的篇章，在舟山渔业
发展史上创下了辉煌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