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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军称14艘中国船只
抵达黄岩岛加入对峙

菲律宾ABS-CBN新闻网5月3日报
道称，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菲中对峙局面仍
未结束，目前已经有14艘中国船只抵达这
一海域。4月30日，菲方也曾有6艘船只
进入这一海域，但不清楚其目前的数量。

报道引述菲律宾武装部队北吕宋地
区司令部发言人奥雷洛·基伊的话说，目前
已经有14艘中国船只抵达黄岩岛海域，其
中包括3艘海监船和1艘渔政执法船。

报道称，菲律宾之前已经向该海域
部署了菲海岸警卫队的“埃德萨”号和菲
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一艘船只。在
4月30日，还曾另有6艘菲渔船进入黄岩
岛海域，但不清楚到5月2日还有多少菲
船只滞留该海域。

“我们要守住那个地方”
海南渔民返回不到一天，再赴黄岩岛参加“对峙”“对峙”

“老婆，中国的渔政船在这里，你放心吧！”

5月初的中国南海，风平浪
静，然而在海上作业的渔民们都
掐着时间干活，因为可怕的台风
季很快就要到来。

海南琼海市潭门镇渔港，大
船小船横七竖八地靠在岸边。

在镇上一家不起眼的贝壳
工艺品店里，老板娘金大姐的丈
夫陈则波还没回来，她说，他在
他们的第二个家——黄岩岛。

4月10日，陈则波的渔船曾
在黄岩岛遭遇菲律宾军舰围堵，
不久，他再次出海赶往这片中国
领土。金大姐说：“我们家祖祖
辈辈都在黄岩岛打鱼，我们要守
住那个地方。”

潭门渔民协会会长麦邦奋
说，潭门的渔民在上世纪 90 年
代就开始接受一种观念：渔民去
南海出海捕鱼，是最基本的保护
祖国海域的办法。

祖祖辈辈都在黄
岩岛打鱼

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让海南
琼海市潭门镇成为外界关注的焦
点，在街上不时会看到拿着小本子
和照相机的记者。

潭门镇位于海南岛东部沿海，
是海南岛通往南沙群岛最近的港
口之一，也是西沙、南沙、中沙、东
沙群岛作业渔场的后勤给养基地
和深远海鱼货的集散销售基地。

海南沿海地区适合农耕的土
地很少，于是当地的人们扬帆出
海，靠“吃海”饱肚。2006 年，中央
和地方投资5000万元扩建潭门港，
使其成为能停泊 1000 艘渔船的国
家中心港口。

琼海市渔政管理站副站长何
子良告诉记者，在西沙、南沙作业
的中国渔民、渔船，超过90%来自潭
门镇，其余的是来自三亚和广东的
渔民。“我们镇有 3.2 万人，出海捕
捞作业的就有5000到6000人。”

这五六千人是让海南岛其他
地方都佩服的一群人，他们吃苦耐
劳又敢闯，世世代代驾乘着百十来
吨的渔船，闯荡浩瀚南海，是最了
解这片神秘海域的一群人。

潭门镇渔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说，当地有将近 150 艘船，60%到
70%的船都去过黄岩岛，经常去的
有20艘，“根据记载，从明朝开始就
有我们的渔民在那里打鱼了”。

潭门渔民闯南海，为的是苏
眉、石斑、龙虾、海参等珍贵鱼虾贝
类，这些只有南海的珊瑚礁盘上才
有。黄岩岛的石斑鱼和苏眉鱼很
多，还有丰富的贝类，“没有人比这
些渔民更了解南海”。

海
南
潭
门

今年4月10日，12艘来自潭门镇的渔船
在我黄岩岛海域作业时，被菲律宾军舰非法
堵在黄岩岛，陈则波家的两条渔船都在其
中。中国海监船赶赴现场对渔船和渔民实
施保护，随后，中菲双方持续对峙。

当时，陈则波还没开始捕捞，菲律宾的
军舰就来了。数名带枪的菲律宾士兵登上
一些渔船，拿出文件让他们签字。有的人拒
绝，便被菲律宾士兵用枪指着脱了上衣，在

烈日下站了两个多小时。
一提到这个，潭门镇的渔民就怒不可

遏。
“我老公拒绝签字，我们都知道这是菲

律宾人的老伎俩了，都是英文的文件，虽然
看不懂，但也知道肯定是要求承认黄岩岛是
他们领土的东西。”金大姐说，“我老公很生
气，向他们大喊，‘这个地方是China的！是
China的！’他只会说中国这一个英文单词。”

渔
民
回
忆

十几年前遇菲军舰渔船被撞沉

“船老大”陈则波今年 45 岁，却拥有 30
多年的出海经历。他13岁起就随父兄出海
捕鱼，曾多次前往黄岩岛附近海域，堪称最
了解黄岩岛的中国渔民。

1997 年，陈则波第一次遇到菲律宾军
舰。和陈则波同时被抓的有4条船，总共六
十来人，都被菲律宾的船拉到了马尼拉，被
关了将近半年。

“那些士兵们用棍棒打他，身上青一块
紫一块，为的就是要他在文件上签字。我老
公很勇敢，被打成那样也没有签字。”金大姐
说。

时隔一年，陈则波在黄岩岛附近又遇上

了菲律宾人。这一次，他马上掉头，开足马
力就跑，不料菲军舰竟然毫不客气地冲了上
来，把陈则波的渔船撞沉了。

一船人都掉进了海里，菲律宾人用小艇
把他们捞起来，还是带到了马尼拉。这一
回，中国外交部出面解决，不但解救了陈则
波，还把他20多万元的损失要了回来。

“从那以后到 2005年，全镇只有我们家
一家出海到黄岩岛。”金大姐说。

菲律宾在 1998年给陈则波的赔偿中尝
到了苦头，再不敢撞沉中国的渔船，顶多是
没收渔具。2005年后，镇上越来越多的渔民
跟随陈则波到黄岩岛打鱼。

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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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渔政船在这里，放心吧

“南海主权！”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大姐
一边回答着问题，一边拿着笔在纸上写下了
这四个字。

由于台风季节马上就要到了，4 月 20
日，从黄岩岛回来不到一天，陈则波再次出
海赴黄岩岛捕鱼。

“这些鱼虾贝壳，我们都是拿命换来
的。”金大姐一直惦记着丈夫。

近年来，南沙大部分资源丰富的岛礁都

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军队占
领，潭门镇的渔民们无法预料到接下来他们
将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而留守在家的亲
人们，对他们的担心也越来越多。

“他一到那里，就跟我说：‘老婆，中国的
渔政船在这里，你放心吧！’”金大姐说，他们
就在渔政船附近打鱼，我想应该没出什么
事，他们现在要争分夺秒地干活，快点赶回
来，免得碰上台风。 据法制晚报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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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去黄岩岛打鱼的陈则波（资料图片）常去黄岩岛打鱼的陈则波（资料图片）

潭门镇渔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