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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不敢私自出船打捞
如果未经陈波同意私自接了打捞尸体的业

务，也同样会受到威胁恐吓。据当地的渔民介
绍，陈波约在 4年前垄断打捞业务。“现在就是
有人在我们船边落水我们也不敢捞，如果捞了
就会被砸船。”一位当地渔民向记者说，陈波现
在已完全垄断了长江的沙市江面。

由于离江边只有一两公里的距离，在沙市
对面的公安县埠北镇的三八村和荆南村，有数
十户渔民专以打鱼为生。陈波现在的势力范围
主要是在沙市，而其哥哥陈兴仍住在三八村。

在沙市打捞一具尸体的价格在 1万元以
上，而公安县埠河镇的一位老渔民介绍，在埠北
镇有时打捞一具尸体只需要两三千元，有时只
要几百元就行。

此前，和三八村相邻的荆南村的一些渔民在
打鱼之外，顺便也兼做打捞业务。但由于陈波、
陈兴兄弟是三八村人，所以近几年荆南村的渔民
基本上很少能接到打捞的业务。

据三八村的村民私下向记者透露，即使
是本村的村民，如果未经陈波同意私自接了
打捞尸体的业务，也同样会受到威胁恐吓，

“慢慢地就没有人敢再私自打捞了”。
关于陈波垄断沙市长江打捞业务的说法，在

当地似乎并不是什么秘密。然而令一些群众感
到气愤的是，陈波在垄断了打捞的渔船后，放出
了“只救死的不救活人”的狠招，可能会让一些仍
有一线生存希望的落水者失去被抢救的机会。

而让一些冬泳队员不能接受的是，陈波曾
指责他们说，“你们断了我的财路!”因为冬泳队
员每年要救出不少的落水人员，这就减少了陈
波打捞尸体的业务收入。

据《东方早报》

“只救死的不救活人”，“钱不到位就不救
人”，“波儿”雇来的渔船向当时的群众放了狠话。

据记者调查了解，10月 24日长江大学 3
名学生救人落水后约一个小时，消息灵通的
打捞公司老板“波儿”就出现在出事的江边，
并向长江大学开出了高额的打捞费。

“只救死的不救活人”，“钱不到位就不救
人”，据在场的冬泳队的队员及当地的一些群
众介绍，“波儿”雇来的渔船向当时的群众放
了狠话。

而据沙市水上派出的姜警官及长江航运
公安局荆州分局的一名警官向记者证实，在
沙市确实有一个民间的打捞公司专门进行打
捞尸体的业务。

知情人向记者介绍：“荆州市长江水上打
捞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就是垄断了当地打
捞尸体业务的“波儿”。

据在现场的群众及学生反映，10月 24日
学生救人落水后的数个小时里，陈波一直在
岸上用手机遥控江中的两条打捞船。下午 4
时多，第一个落水学生被打捞出来后，陈波命
令江中的渔船暂停打捞。因为当天正值周
末，长江大学的师生一时还没有筹到剩下的
打捞费用。

“这期间至少有四五十分钟的拖延。”一
名冬泳队员证实说。等剩余的钱到位后，陈
波才再次通知江中的渔船继续打捞，有媒体
拍到了陈波收钱的照片。

而此时，长江大学学生“像疯了一样地跪着
求渔船老板救人”，但陈波对此始终无动于衷。

当时也下水救人的长江大学学生李佳隆
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因为凑钱耽误长达
一个小时，在渔船主打捞出陈及时和何东旭
二人的尸体后，天已经黑了，船主提出，天黑

打捞价格要涨，捞一人要出 1.8万元，无奈师
生们已身无分文，在校领导派人送来 2000元
后船主才将方招尸体打捞上岸。

在此过程中，有学生哭着跪求江中的渔
船继续打捞，但无济于事。据多名学生介绍，
在筹钱的过程中，学校的老师提出把车钥匙
交给陈波以保证会付剩下的打捞费用，但被
陈严词拒绝，陈坚持要“钱到手才救人”。

对于此事，长江大学宣传部部长李玉泉
介绍，钱确实是分 3次给的，第一次给了 4000
元，第二次给了 2万元，第三次给了 1.2万元。

“在打捞第二个落水者时确实停了一段时
间”，日前，记者采访到一名当时在渔船上的
打捞人员，不过他解释说，当时的停顿是为了
把打捞的工具滚钩理顺一点。由于担心打击
报复，这名参与打捞的人员拒绝讲出更多的
细节，“好多话我不好说，也不敢说。”

“一般都在 1万元以上，基本上没有讨价
还价的余地，因为这一带都被‘波儿’垄断
了”。

据了解，这次长江大学为了把3名救人落
水学生打捞上岸，总共向陈波支付了 3.6万元
的打捞费用，平均每具尸体 1.2万元。而据当
地群众介绍，1.2万元还只是白天的价格，晚上
的打捞费用为1.8万元。

当地的一名知情人向记者介绍说，在长
江大学 3名落水大学生的 3.6万元打捞费中，
陈波雇用了两条船共 8名打捞人员，每人拿
到的基本报酬为 500元。其中拥有船只的打

捞人员另加 50元，拥有打捞工具的人员另加
30元。

“一般都在 1万元以上，基本上没有讨价
还价的余地，因为这一带都被‘波儿’垄断
了。”一名熟悉陈波的当地陈姓渔民向记者介
绍说。

对于当地人均年收入不过数千元的水平
来说，动辄过万元的高昂收费让很多不幸的
家庭难以承受。“死人都死不起了!”这位陈姓
渔民感叹说。如此昂贵的打捞价格确实让不
少的遇难者家属望而却步，“有些家庭困难或
外地在此打工的人，亲人落水后根本就不敢

捞，因为又不能找别的办法，只能找‘波儿’，
但这么多钱他们根本就出不起，只能是不要
尸体了。”

然而，在陈波攫取的昂贵收费中，渔民只
能拿到非常少的人工费。一位渔民介绍，一
般捞取一具尸体陈波会给个200多元，有时甚
至只有几十元。但是并非所有的渔民都能享
受到陈波给予的好处，只有那些和陈波关系
好的渔民才会被叫去打捞。

由于经常在江边，很多名冬泳队员也收
到了报料的名片。据了解，每提供一次落水
者的线索，就可以收到200元的报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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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天价打捞幕后黑手调查荆州天价打捞幕后黑手调查

“只救死的不救活的”、“钱不到就不能救人”，在10月24日湖北荆州长江大学3名大
学生勇救落水儿童溺亡后，一个被外号为“波儿”的人控制的打捞组织放出的这些狠话
与学生的义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话也引发了当地群众及网友的普遍不满，有网
友主张对这个见死不救的打捞组织进行人肉搜索。

记者在荆州的多日采访了解到，事发时对3名大学生尸体进行打捞的一个名为“荆
州市长江水上打捞有限公司”的组织垄断了当地的打捞尸体业务，当地的渔民如果私自
打捞就会受到恐吓甚至被砸船。

而这个通过如此途径垄断业务的打捞公司竟向落水者家属漫天要价，动辄一万多
元的高额打捞费用也让当地渔民感叹说：“死人都死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