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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水产太辏

内，驻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台渔港监督处

与渔船分局烟台检验

处、山东省渔业指挥

部与山东省海洋捕捞

生产管理站、烟台市

水产供销套司、蝈台

市芝罘区水产局、烟

台市芝罘水产开发实

业总公司、芝罘区水

产养殖公司、芝罘区

渔业技术推广站等。

烟台海洋渔业公

司码头

山东省海洋水产

研究所



山东省水产学校

农牧渔,ak41j黄渤海区渔业指

挥部、农牧渔业部黄渤海区
渔政分局 (右图)

烟台海藻工业公司(下左图)

芝罘群众渔业码台(下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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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水产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李芳岷 ．

副主任；姜学平、魏绍善、李明新、张可义、荣索之、宫照
， 光、陈光武、王振卿、王庭珠

委员：李芳岷、姜学平、魏绍善、李明新、张可义、荣索之

宫照光、陈光武、王振卿、王庭珠、邢茂生、宋敬

方、张培勋、薛鸿瀛、孙洪兴、王顺利、卑永庆、

胡顺严、孙维珂、李顺志、迟炳庆、张绪汉

顾问：张震东、韩光祖、许海根、杨连瑞、孙更生、薛中和

办公室主任：宋敬方
’

办公室副主任；张培勋、牟永庆、胡顺严

主编：薛鸿瀛 ：～ ，

副主编：孙洪兴
。

．

撰稿人： (以姓氏笔划为序)：孙洪兴、孙维珂、牟永庆、

宋敬方、张培勋、胡顺严、薛鸿瀛

摄影：．牟永庆 ．



， ．序

芝罘(原烟台市)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的水产专志一《芝

罘水产志》编纂出版了，这是芝罘水产史上的一件大亨。

芝罘古称之罘，明代以来渐称烟台。芝罘扼京津海路咽喉，

濒临黄渤二海。北有蜗威渔撂，乃鱼虾回游必经之路；陆岸环

抱天然良港，为海鲜荟萃之所。据芝罘白石村文化遗址考证，芝

罘海产为人类所利用至少已有7000年历史。本世纪初，山东渔业公

司在芝罘创设，一时成为我国北方渔业壮、举。20年代初，一中国机轮

双拖网首始于芝罘，’其后渔轮之多，冠于全国。30年代，烟台港

是我国托方最大渔港，卸港渔船多达7000多只。渔汛旺季，码头

上鱼堆堆积如山，极盛一时。我国机轮围网试捕成功，是在芝罘

近海5．+海带人工养殖，也在芝罘首先试验成功，而后推向全国沿

海。水产小学教育、水产科研，芝罘是全国发轫之地。冷冻保

鲜、水产加工，‘齐鲁也以芝罘为先。还有许许多多水产抖学和技

术，=砉}I由芝罘而诞生。现在，全国、全省十几个水产科研、教

育、管理单位云集芝罘，为芝罘水产书写更光辉的一页。芝罘水

产，有值得骄傲的过去和现在，也有挫折、教训可记载。《芝果

水产志》就是包括芝罘和中央、省驻芝罘的水产单位在内的水产

面貌的客观再现。 、 ，? ：。。

，毽芝罘水产志》记载了1843年至1985年芝罘的渔业环境、水

产资源_海洋捕捞、水产增养殖、水产品保鲜与船工．水产科技

与教育、水产供销、渔业管理、水产外事等的历史演变和现状，

上溯7000年，大事必有载。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状研究，使

之成为精神文明，给人知识和启迪。鉴往而知来，希望它主于当

代，惠及后世，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为振兴芝罘水产业作出贡

献。

李芳岷

一九八七年四旯



。 凡 例⋯一一’·‘ ’i：’j。

．：j一．!，、．?：一，： ‘：J，，7 ．，．：。： ：|-．．；‘． ：。o· 。·

_一宗旨h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固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饵》为依据，坚持辩讧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和记载，使之成为知识和丈

化积累，．为资政、存史和社会主义渔业建设服务，．努力蚀到思想

性、资料性、准确性、学术性、’：借鉴性的统一．。 。．．。 √

二、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古今兼收，详今略古，洋

而不泛，略而不遗；突出时代特点，体现地方特色。

三、内容：全志共分芝罘水产之最、渔业环境与渔业资源、．

海洋揣捞、水产增齐殖、水产品保鲜与fro"工、水产供销、渔业管

理-、水产科技与教育、水产外事、大事年表十章三十七节，力求全

面反映芝罘水产的历史、现状和面貌。

四、资料：其来源一是采访、信访、社会调查；二是芝罘各

水产单位提供的26份史志材料；三是查阅志书、档案、图书、报

刊。凡入志资料，均经多方考证，反复推敲，去伪存真。因来源

广泛，其出处不一一注明，援引原文，均在引文后注明。建国后

各种统计数字，均以烟台市、芝罘区统计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的

资料为准；’建国前的各种统计数字则以当时的社会调查|、志书报

刊为准。 一

’

五、时限：上自1843年，下．止-1985年底，共计143年；少数

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

六、体例：采用记、志、图、表、录五种体裁，以志为主，

横排竖写，编目层次分为章、节、日、子目；大事年表采用编年

体o．
‘

、
‘

七、纪年：建国前的历史纪年，先用阿拉伯数字书再公历纪

年，再‘用．汉字在括号内注明当时通用的习惯称谓，-hal905年10凡

20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二日)；建国后用公历纪年，年月13．



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

八、称谓：1983年11月，因烟台地区改建为烟台市，原烟台

·‘希变为芝：罘区j所-以在行文中，1983年儿月前的原烟台市一般称

“芝罘-"-(烟台古称)。如芝罘渔业资源，即指原烟台市渔业资

、塬；‘‘丸机构‘团体名称，则在“烟台奇”后括号内加甚“今芝罘

区”，如烟台市(今芝罘区)水产局。单位名称在每编第一次出

现时．，一律用全称，以后出现则闻简称，如烟台海洋渔业公司，

简称烟渔公司，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简称山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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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水产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序．一

凡例

目 ’录，

第一章芝罘水产之最⋯⋯⋯⋯⋯⋯⋯⋯⋯⋯⋯⋯⋯(1)

第二章渔业环境与渔业资源⋯⋯⋯⋯⋯．．．⋯⋯⋯⋯(7)

第一节渔业环境⋯⋯⋯⋯⋯⋯⋯⋯⋯⋯⋯⋯⋯⋯⋯(7>

一、海洋渔业环境⋯⋯⋯⋯⋯⋯⋯⋯⋯⋯⋯⋯⋯(7)

二、。淡水渔业环境⋯k⋯⋯⋯⋯⋯⋯⋯⋯⋯⋯⋯·(9)

第二节渔业资源⋯⋯⋯⋯⋯⋯⋯⋯⋯⋯⋯⋯⋯⋯．．．(10)

一、海洋渔业资源⋯．．．．．．．⋯⋯⋯⋯⋯⋯⋯⋯⋯⋯(10)

二、淡水渔业资源⋯⋯⋯⋯⋯⋯⋯⋯⋯⋯⋯⋯⋯(25)

第三节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26>

第三章海洋捕捞·：⋯⋯⋯⋯⋯⋯⋯⋯⋯．．．⋯⋯⋯7．．．(30)

第一节发展概况⋯⋯⋯⋯⋯⋯⋯⋯⋯⋯⋯⋯⋯⋯⋯(30)
·

一、新石器时代一1920年⋯⋯⋯⋯⋯⋯⋯⋯⋯⋯(30)

二、192l一1937年⋯⋯⋯⋯⋯⋯⋯⋯⋯⋯⋯⋯⋯(32)

三、1938一1945年⋯⋯⋯⋯⋯⋯⋯⋯⋯⋯⋯⋯⋯(34)
四‘、1946--1947年⋯⋯⋯⋯⋯⋯⋯⋯⋯⋯⋯⋯⋯(35)

五、1947年10月一1948年10月⋯⋯⋯⋯⋯⋯⋯⋯(35)

六、1948年lO月一1952年⋯⋯⋯⋯⋯⋯⋯·‘⋯⋯一(35)
’ 七、1953—1978年⋯⋯⋯⋯⋯⋯⋯⋯⋯⋯⋯⋯⋯(37)

八、1979-一：1985年⋯⋯⋯⋯⋯⋯⋯⋯⋯⋯⋯⋯⋯(38)

第二节生产体制⋯．．．⋯⋯⋯⋯⋯⋯⋯⋯⋯⋯⋯：⋯”【42)
。

l



一、个体渔业⋯⋯⋯⋯⋯-j⋯⋯⋯⋯⋯⋯⋯⋯⋯。(42)

二、渔业集体化⋯⋯⋯⋯．．．⋯⋯⋯⋯⋯．．．⋯⋯一“3>

．三、生产责任制⋯⋯⋯⋯⋯⋯⋯⋯⋯⋯．．．⋯⋯⋯·(4‘5)

第三节渔村渔民⋯⋯⋯⋯⋯⋯⋯⋯⋯⋯⋯⋯⋯⋯⋯(46)

一、渔村简况⋯⋯⋯⋯⋯⋯⋯⋯⋯⋯⋯⋯⋯⋯⋯(46>

二、渔民生活⋯⋯⋯⋯⋯⋯⋯⋯⋯⋯⋯。⋯⋯⋯“8)

三、渔民风俗⋯．．．⋯⋯⋯⋯⋯⋯⋯⋯⋯⋯⋯⋯⋯(49)

四、群众团体⋯⋯⋯⋯⋯⋯⋯⋯⋯⋯⋯⋯⋯⋯⋯(51)

．喋四节渔捞技术⋯⋯⋯⋯⋯⋯⋯．⋯：⋯⋯⋯⋯⋯⋯～(．52>
。～。一i·，网渔具⋯⋯⋯⋯⋯⋯_⋯⋯⋯⋯：⋯⋯⋯_一§多3>

r二．、钓渔具⋯⋯⋯⋯⋯⋯⋯⋯⋯⋯⋯⋯．．I?⋯；⋯·+‘69>
， 、三、，杂渔具⋯⋯⋯⋯⋯⋯⋯·j?_··：⋯⋯⋯⋯．⋯⋯(70)

7筇五节·、烟台渔港⋯⋯⋯⋯⋯⋯⋯⋯二⋯⋯⋯·?。一。‘!‘·(7l>

-第六节t。捕捞企业⋯⋯⋯⋯⋯⋯⋯⋯，：⋯⋯：⋯⋯⋯t’：：(75>
，

·一、烟台海洋渔业公司⋯⋯．．．⋯⋯⋯．一‘．．．：⋯⋯⋯(75)

，．互≮·烟台市水产捕捞公司·!一．．．t二一一?■⋯·．一．⋯(79)

．：—至、·烟台市远洋渔业开发公司⋯o．．一·．-．．一⋯’．．．一．(80)

，j第四章⋯永产增养殖⋯⋯⋯⋯⋯⋯⋯：?‘⋯0‘‘：⋯‘量：：。：：!《81)

：：第—节⋯诲水养歹直-⋯⋯⋯⋯⋯⋯⋯⋯-j：⋯．．．．．．⋯一⋯(81>

一．·一、。藻类养殖⋯⋯·r··0l七．．．⋯j·：：．一、：≯‘’j：j⋯⋯·。(81>

．三·≮对虾养殖⋯⋯⋯⋯一⋯·oo。·一·j1—1⋯⋯⋯(94)
、三＼-贝类奔殖⋯⋯⋯⋯⋯·!i·-：●j⋯i口_’‘。一(97)

、四一∥鱼类养殖⋯⋯⋯·‘⋯⋯⋯一√：．r-．．-．j!钮一：一一(101)
·希三节，．诲水增殖⋯·i：《··：?；舅：：⋯文●■：．ij：一’：：⋯⋯(102)‘

j、一o。刺参增殖⋯一．．-··；拍：im⋯㈡：沱：学一’‘：一、⋯(,102)
。一互·。·鲍鱼增璐．-，⋯⋯一一一⋯一母0弋?如taoo㈡_。⋯。(103)。
⋯三<．文蛤增殖⋯⋯⋯⋯⋯⋯垮j_℃”，F0⋯：j⋯’(104)
-。四。真牡蛎增殖⋯⋯。⋯．．．一⋯．．、．．．-．．0j_一：⋯⋯。·：一、(10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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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第一

第二

·j i．‘

{j第三节·水产品食品加工⋯．．．⋯⋯⋯．．．-．．．一⋯⋯i：．．．。(120)
ioo≯j．．，一、．1干制品加工·⋯⋯⋯⋯⋯一?∞■!：⋯’j⋯⋯；‘?：乓120)

i!‘■-二i’、卤制品加工⋯～⋯一”⋯⋯一．，．．一一一I．．．一一一(_125)

(：一：!、‘‘三、方便食品加工⋯⋯⋯⋯”⋯_：’．．：曹⋯·‘：：⋯一(127)

(一；、ij。四i，罐制品加王⋯⋯”⋯一⋯．⋯⋯．．⋯·’i：j⋯一,⋯?o o o o(128)

hoj‘，五、j‘其它制品加工⋯-一⋯⋯⋯⋯⋯．L．t^．二：⋯-‘：零I?(，主．29)‘

(o甥四节⋯水产品综合利用一一．⋯?·!j·_：·一∥⋯⋯．⋯卜jQ30)
!，‘一．：⋯一i饲料⋯⋯⋯⋯⋯⋯⋯⋯j?-·■．：j—j：⋯⋯⋯7．。‘!‘(130)

㈣j．i二．⋯二i工业用品⋯⋯⋯⋯⋯⋯⋯⋯一⋯：“⋯‘：⋯⋯(131)
I：’：i j。三；t医药用品⋯⋯⋯：⋯⋯⋯⋯⋯．．一：!⋯：⋯黑⋯(132)

(j。涕五节1。水产加工厂⋯⋯⋯⋯⋯⋯”··7．．：·。j⋯⋯：曩⋯(132)
(j．一一、烟渔公司联合加工厂．_¨⋯⋯·：·：⋯⋯·‘o_(132) ．

(i?1．0。’二：’烟台市制碘厂⋯⋯⋯·-j．．-．·o·?··：●·：⋯‘?⋯⋯(134)

I稍osj’三0、烟台市水产供销公司加工厂：⋯··盘⋯’⋯⋯⋯‘(r34)

ij：豳i、“j水所中间试验场．．．：一_j．_．．．．^■，。：h‘；“⋯’(135)：

fi噤六章．，’水产供销⋯⋯⋯⋯⋯⋯⋯⋯⋯⋯：“⋯⋯⋯⋯(136)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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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L节⋯体制沿革⋯⋯⋯⋯⋯⋯⋯⋯⋯⋯⋯⋯⋯⋯⋯(136≯

，：-一．。’一。ojl_948年烟台解放前供销体制⋯··：o’．．-⋯··?⋯(136)-

‘一j，。．1二．、．’1948年烟台解放后供销体制⋯．．．o．⋯⋯⋯一(146)’

一·!第L二节‘‘鱼货购销⋯⋯。⋯⋯⋯⋯⋯⋯⋯．．．⋯¨．⋯⋯一(151)。

·：一‘、一乙‘‘政策沿革⋯⋯⋯⋯⋯⋯⋯⋯⋯⋯⋯⋯⋯⋯⋯(isl)·

二t-：’二．、收购方式⋯j⋯⋯⋯··：⋯⋯．．．⋯⋯一o⋯⋯⋯(155)

。·1三’、销售场所⋯··*'Q S m FO O a-·j⋯⋯⋯⋯⋯⋯⋯⋯⋯⋯(156)

，四、鱼货调拨+⋯⋯⋯⋯⋯．．．⋯⋯?⋯．．-⋯⋯⋯⋯··(L57>-

一五Y、’‘水产外贸’⋯⋯⋯⋯⋯．．⋯⋯⋯⋯⋯⋯⋯⋯⋯·(158)。

六．、购销数量j⋯一⋯8 5 oiu．．⋯⋯⋯⋯⋯·：：?j⋯⋯⋯·(166)。

‘第1三节’购销价格。⋯⋯⋯⋯⋯⋯⋯⋯⋯⋯．_⋯⋯⋯一(166)，

·一’一、收购价格⋯‘⋯⋯’⋯⋯⋯⋯⋯⋯⋯⋯⋯⋯⋯⋯(166)‘

～： 二、销i导形r格．．．．‘⋯⋯⋯⋯一⋯⋯⋯⋯⋯⋯⋯⋯⋯·(171)’

第_四节。。渔需物资供应⋯+⋯⋯⋯⋯二⋯⋯⋯⋯．．-”，⋯⋯(176)-

j一、供应渠道⋯⋯⋯⋯‘⋯⋯⋯⋯⋯⋯一’⋯⋯⋯⋯“(176)‘

二、供应品种⋯⋯⋯⋯⋯⋯．．．⋯⋯⋯i．．．⋯⋯⋯一(179)·
‘一 三、物资价格一⋯⋯⋯⋯⋯⋯⋯⋯一．．．⋯⋯i一．⋯(1so)·

’-第七窜渔业管理⋯⋯⋯⋯⋯⋯·’⋯⋯⋯⋯⋯⋯．．．¨··(180)’

‘‘第一节水产行政机构沿革⋯⋯⋯⋯⋯⋯⋯⋯⋯⋯⋯(180)-

1、第二节一渔政船检港监⋯⋯：⋯⋯⋯⋯⋯⋯⋯⋯⋯⋯一(189)、

’一、渔政管理⋯⋯⋯⋯⋯⋯⋯⋯⋯．．-⋯．．．．⋯：⋯··(189>

-．’二、渔船检验⋯⋯⋯⋯⋯⋯⋯⋯⋯⋯⋯⋯⋯⋯⋯n96)·

，．三、渔港监督⋯⋯⋯：⋯⋯⋯⋯⋯⋯．．．⋯⋯⋯⋯··(198>

．第三节驻芝罘区渔业管理机构⋯⋯⋯⋯⋯⋯⋯⋯⋯(199)t

．一、山东渔业公司⋯⋯⋯⋯：．⋯⋯⋯⋯⋯⋯·：．．⋯(-199)、

二、黄渤海区渔业指挥部与黄渤海区渔政分局⋯(200)，
‘

三、山东省渔业指挥部与山东省海洋捕捞生产管’
。

’理站⋯⋯⋯⋯⋯⋯⋯⋯⋯⋯⋯⋯⋯⋯⋯⋯⋯(2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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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渔港监督处与烟台船检处⋯⋯·o⋯⋯··(202y

烟台市水产局一·i⋯⋯⋯⋯⋯：⋯⋯‰⋯．．．⋯(203>

烟台市海洋捕捞管理站⋯．．．．．．⋯⋯化．．．⋯·!·(2037

水产科技与教育⋯一·。：·!o⋯jj．．．⋯⋯．⋯⋯⋯(204)

建国前的科研状况一⋯⋯⋯⋯⋯⋯．．．、⋯⋯⋯(205)

山东省立水产试验场⋯⋯⋯_⋯⋯⋯⋯⋯：··(．2057

芝罘水产组合浅海养殖部⋯⋯⋯⋯⋯⋯一⋯(207>，

烟台水产试验场⋯⋯⋯⋯⋯⋯⋯⋯⋯⋯⋯⋯(207)'

建国后芝罘科技状况⋯⋯_：?⋯⋯⋯．⋯⋯⋯(209)

科技机构沿革_⋯t·⋯⋯⋯．．．¨⋯⋯：⋯一。：：·．(209)

主要科技活动⋯⋯⋯⋯⋯⋯⋯⋯¨=．．⋯¨⋯．(210)

驻芝罘区科研单位⋯⋯⋯⋯．．．．⋯⋯⋯··：¨⋯(213)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烟台工作站-．．．．．⋯⋯^⋯·(213)

国家海洋局烟台中心海洋站⋯≮’．．⋯⋯·二⋯一弛1．4>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o⋯⋯_(215>

烟台市水产研究所：：．．．一．⋯⋯⋯．．．．⋯．．⋯⋯⋯(2t6)

重大科技成果⋯·¨⋯⋯⋯⋯·i-j．．．⋯j⋯．．．．⋯(216)，

海水养殖⋯⋯⋯¨．．．．．．⋯⋯⋯⋯⋯⋯⋯．¨⋯·(216)

渔业资源．．．一t⋯?⋯⋯⋯⋯⋯⋯⋯·⋯⋯!·。．；．：(219)

海洋水文⋯⋯⋯⋯⋯⋯⋯⋯⋯!．．．．．．⋯⋯⋯··(220)

渔捞技术⋯⋯⋯⋯⋯⋯⋯⋯⋯一⋯⋯⋯．．．⋯(220)

渔机仪器·?⋯⋯⋯⋯⋯⋯⋯⋯⋯⋯·．⋯⋯⋯⋯(222)

水产加工一!⋯⋯⋯⋯⋯⋯⋯⋯⋯⋯⋯⋯⋯··(223)

建国前的水产教育⋯⋯⋯一⋯⋯．．．·：⋯⋯⋯·(223)

山东渔业公司附设水产小学校⋯⋯⋯⋯⋯⋯(224)，

山东省水产讲习所⋯⋯⋯⋯⋯⋯⋯⋯⋯⋯⋯(224)

烟台市立水产学校⋯⋯⋯⋯⋯⋯⋯⋯⋯⋯⋯(225)．

建国后的水产教育⋯⋯⋯⋯⋯⋯⋯⋯⋯⋯⋯(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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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省水声学校0、·’一“一．．|‘_．．‘矗_一．．．‘⋯·(227)

二、烟台海洋渔业公司水产技工学校蠢：⋯⋯一⋯(230)

，三、。烟台海水养殖试验场接工学校_幔．．⋯⋯⋯-(231)

’四i崆峒岛渔业中学⋯⋯啊i÷：：?·i·：．．一小⋯．．．沁·；(．231)

。五、’职工教育⋯⋯⋯⋯o⋯⋯·i：：⋯．．一⋯⋯一^·(231)

：第九章水产外事⋯⋯⋯“o■矗。··：jm·-．．·：一⋯(232)
．’第一节·友好来访⋯：i一：¨⋯二；⋯。o㈡j：；：；∞⋯⋯：⋯·(232)

jl’J一、各国政府渔业代表团来访州_：：：：，矗：：⋯⋯⋯(232)

．：：二i民间渔业团体(人士)来访．．．⋯⋯i⋯⋯⋯一(234)

一第三节‘科技交流⋯⋯⋯⋯⋯一～，一·o⋯⋯⋯⋯⋯⋯·(235)

：j‘?·一、科技考察⋯⋯⋯⋯一⋯·?弼·：．、．·i一·．，．⋯⋯⋯·(235)

’’‘j二i技术交流．．．．．一一一·一一．o?·o。：小?：⋯⋯··：矗(236)

；旃三节出国考察_⋯，．．．．⋯⋯．-．小‘÷二·j⋯·：·“⋯⋯⋯⋯(23s)

!第四节，客商来访．．⋯j一·j⋯··0⋯⋯．·：t‘、⋯、“⋯··：⋯(239)

：第五节 引进外资⋯·’⋯．-i：鼻．．-。⋯··：：⋯⋯一．⋯⋯⋯⋯·(24D

．．_．一一、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发展教育·oo一⋯⋯州．⋯(241)

；；0，，二、利用补偿贸易发展海洋捕捞：：■?o：：⋯⋯t·’i；j(釜42)

^．．．·三、‘1利用补偿贸易发展海水养殖⋯一j一一⋯⋯⋯·(242)

第六节一水产援外⋯⋯⋯⋯⋯⋯⋯⋯一÷^．．一：．⋯⋯一(243)

￡：⋯一、援助越南加工海参一“．．“⋯一-一．．．^·，‘⋯·(243)

|'j⋯三i·援助苏丹建造渔船一·一一：_i；．-．．·■⋯?；凡⋯(243)

二：⋯三、一援助阿尔巴尼亚试验底拖网·≮曲·；点一‘⋯(243)

：第十章’’大事年表⋯⋯⋯⋯一⋯“一一一一一⋯⋯．．⋯·(244)

．’：⋯’⋯编后记Ⅲ“‰⋯⋯．．：⋯H：““上一^⋯⋯．此(i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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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芝罘水产之最

山不在离，有他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剐灵。芝罘(烟台)

在中国名城中虽不能名列前矛，但在中国渔业史上的地位却十分。

重要。从古至今，它在水产有些方面，不仅甲齐鲁，·而且甲华夏。
，

’l、在芝罘白石村遗址有两期文化层：第一期文化层歪、今。
· 7000年，在出土文物中有真鲷、黑鲷、鲈鱼、红鳍东方纯的骨骼一

和12种海产贝类。第二期文化层距今6000--5000年，出土文物中
， 有鱼刺器、石网坠、陶网坠等。专家们从这些文物推知，距今7000一

年芝罘先民的渔猎生产已有相当水平i 1已具备捕捞底层鱼类的渔

具，已掌握食用各种鱼类的知识，已能大量采捕浅海涸游鱼类及

无脊椎动物，这些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渔洋捕捞方面文物

．之一，真鲷鱼骨在我国则属首次发现。 ，

2、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f涵．芝罘岛

(秦时称之罘山)。第三次秦始皇亲设速弩，从琅{牙，经成山，

到之罘，终于“见巨鱼，射杀一鱼"。。芝罘岛是秦始皇登临次数．
。

最多的海岛。“之罘射大鱼"是中国皇帝海上射鱼的最早记载。

．3、芝罘北面浩瀚广阔的海面，．便是有名的·烟威渔场，是

200多种鱼虾西进渤海东去黄海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外海鱼类鲐

鱼等每年有大群涸游到这里；‘解放前和50-'年代前期，烟威渔场已

成我国最大的鲐鱼围网渔场之二。’
’

．’

4、1862年烟台辟为商埠后，本省及邻近省市来烟渔船逐渐

增多。1920年底，东、西浪坝、修好后，泊船平稳：、码头宽长，爝

台港成为我国北面沿海渔船避风、鱼货集散和补给渔需的主要港

口，芝罘渔业随之崛起。1932年上海报载，上海进口的鱼类，烟台

占80％。1936年5月统计，’烟台港约有渔轮298艘、．帆船约有7000多



只，其中大都属烟台港籍，少数来自附近各县和大连、金州、天津

等地。渔汛期间，。港内胡樯栉比，-渔轮云集，码头上鱼虾堆集成

山，盛况空前，港内赖渔业为生者约20万人。是年，卸港量已送

35880吨，1937年高达7万多吨，成为我国北方渔产量最大渔港。

． 5、1904年(光绪三十年)11月，候补翰林院学士、前署礼

部左侍郎王锡蕃奉山东巡抚周馥令，在烟台创设山东渔业公司，

承办渔船保护、渔具渔法改良、鱼类加工运销、鱼类养殖等业

务，实为官商合办的政企合一的水产机构，是我国北方最早的海‘

洋渔业机构。 ．

“

6、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2月，山东渔业公司总办王锡

蕃奉山东巡抚杨士骧之命，选派蓬莱人孙锡纯(同知衔)，携带山

东海口总图、渔船模型、26科鱼介标本，由烟台经沪赴意大利米

兰，参加万国渔业赛会，．这是山东省最早参加国际渔业博览会的

人。‘
‘-

‘

．

．

‘

7、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3月，山东渔业公司附属水产

初等小学堂在烟台创立，招收渔民子弟入学，学制五年，预科二

年，本科三年，这是我国最早创设的渔民子弟水产小学。．． ．

8、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烟台东海关水上警察局设立。

1913年，易名为．誓兼理山东沿海水上警察烟台警察厅”．，以设立

灯塔、渔船登记、编船号、征收渔税等为其勤务。这是山东省最

早的水上警察机构。． ·

． ，一

，9、、1917年11月·山东省长公署委派陈葆刚在烟台西沙旺创

办山东省立水产试验场，由省政府农矿厅领导，内设捕捞、制

造、加工三科，以指导渔民改良渔具渔法、研究水产品加工和养殖

技术为宗旨。这是我国创设最早的水产试验研究机构。 ．

．

·10、1921年，烟台政记公司、永利轮船公司买办辛僬亭，自

目本下关购幕“富海"。t“黄海”单汽缸蕊。马办机动渔轮2：艘，．

引进日本机轮手缲网。这是中．国最早的机轮双拖：网渔业。。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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