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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细晶（右）在渔港码头海鲜交易区为游客介绍海鲜干货 严 洁 摄

社团活动时间，陈美娟（左四）在校园操场上和“小海燕”诗社
的学生们交流创作心得。 严 洁 摄

12月的海边，风大得让人有点儿
站不住脚。

在东山县澳角村的码头放眼望
去，钢质渔船有序停靠，像是在抱团取
暖，不做任何声响，淡定自若。只有桅
杆上随风起舞的红旗，在正午的阳光
下红得热烈，抖动着“哗啦啦”的节拍。

与码头的“安静”不同，村里的店
铺忙得“嘎吱作响”。

“你们等我一下啊，3 点快递上
门，这些货要赶紧打包完。”许亚雪快
速地卷动手里的透明胶带，把眼前的
泡沫箱五花大绑，冲我们喊的话在嘎
吱的胶带缠绕声里，用力地冲到耳
边。“好的，好的，你先忙。”

这样的忙碌对于 50岁的许亚雪
来说，早就成了习惯。跟海鲜打了半
辈子交道，见证着家里的竹排换成大
木船再升级为大马力钢制渔船，男人
打鱼也越走越远，从近海走到深海，
渔获也越来越多。随着低温速冻、快
递冷链配送的兴起，澳角村海产品的
销售范围越来越广。“儿子前几年回
乡创业，做起了电商，我也学着让海
鲜‘游’上了互联网。”说着，她拎起一
只一米来长的大鱿鱼呵呵一乐，“看，
多大！这里有七八十种海鲜哦，最远
发到新疆。”话音还没落，转身又抱起
一筐十几斤重的海鲜一闪而过。“亚

雪姐，您做事可真利落。”“是吗？海边
长大的女人都这样吧，哈哈哈！”又是
一阵爽朗地笑。

海，是澳角村赖以生存的基础。
这个曾经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传统渔
村，近年来巧妙地将海洋捕捞、水产
养殖、海产品加工与乡村旅游、海鲜
电商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海兴村、
以海强村的致富路。许亚雪口中那些

“海边的女人”，在时代的潮音中乘风
破浪，做生意、做电商、开民宿，让梦
想和财富一起扬帆远航。

同为“70后”的郭妙华，有着跟许
亚雪“同款”的风风火火。她和丈夫一
起经营着20多亩的鲍鱼养殖基地。她
爱笑，也爱美。出海的时候不惧风浪，
敞开外套露出红色的毛衣，任由海风
拉扯她的衣角，像极了电影女主角的
登场亮相。她总说，“别叫我郭总，叫
郭姐，来这里的都是朋友。”每到旅游
旺季，她就当起海上“导游”，开着船
为天南海北的游客介绍澳角的风光。
40 岁的沈青梅，也是个性格开朗的
人。2017年左右，在澳角村开始大力
发展旅游业的时候，她开了村里第一
家海上餐厅，在当地政府与村民的支
持下，这里已经是许多游客来到澳角
必定要打卡的地方，餐厅也从最初的
亏损做到了盈利。“现捕现捞，明码标

价，真诚好客。”沈青梅自信地说，“这
就是我的‘金字招牌’，要让游客吃得
开心，还玩得尽兴。”

也是在2017年，在厦门工作的朱
舜芳回到了澳角。她跟合作伙伴林湖
斌一起，开启了吃、住、玩一条龙的渔
村旅游创业探索。2019年，合作伙伴升
级成人生伴侣。两个人一起打拼，又合
力闯进了电商销售的赛道。“不会直
播，那就学呗。”朱舜芳是个追求完美
的人，一遍遍背文案，一次次对着镜子
练习，“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才正式开
播，一天几个小时，哪怕只有十几单，
也咬牙坚持。”一个月后，猛增几百倍
的爆单，让她看到了希望。如今她已经
组建了一支拥有 14 名主播的“娘子
军”，“我把自学的那一套传授给她们，
效果也还不错！”她笑着说，这也让许
多“宝妈”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去年，
他们夫妻俩又把事业升级了。投入
1200多万元，修建了一栋占地 400多
平方米的看海洋楼，设计了 38 间客
房，涵盖 13种房型，将其打造成澳角
村首家吃住玩“一条龙”的新型民宿。
今年6月，这家民宿正式开业，至今已
经实现营收超110万元。

在像朱舜芳一样的创业青年的
带动下，澳角村的渔旅产业链不断完
善，截至目前已有 41 家民宿及 13 家

渔家乐大排档，年接待游客达13万人
次。“游客肯定会越来越多，我们遇到
了好时机。”她希望村里涌现出更多
精品民宿，共同把澳角打造得更美，
为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岁末，爆款海产品斑节虾干又到
了热卖期。37岁的林湖端，打开了直
播间。她的主播经验说起来，还是从
嫂子朱舜芳那里学来的。“闻着海鲜
味长大，对产品太熟了，网友都说我
专业。”有着“先天优势”的林湖端，跟
着哥哥、嫂子边做边学，渐渐闯出了
名堂。她的女儿许思妍，开朗大方，学
着妈妈的样子，经常在网络社交平台
介绍渔村的生活。“我们澳角，不仅有
生猛海鲜，还有诗和远方，住海景民
宿，观海上日出，体验渔家生活，可舒
服了！”

两年前，沃角小学的“小海燕”诗
社成立。刚成为新澳角人的陈美娟，
担任了诗社负责人。她手中的社员名
单里就有许思妍的名字。两年多来，
她把对大海的眷念、对家乡的热爱写
成诗，刻在心里。

“我的衣服晒着太阳，风穿上我的
衣服飞走了。”无论她今后去向哪里，
这海岛的风啊，将是她和她们心中永
恒的记忆。 ☉本报记者 张 旭

通讯员 欧东茵

奶奶陈阿女认真地跟孙女林湖端学习贴产品标签 张 旭 摄

午餐时间，朱舜芳在民宿二楼餐厅
忙着为游客传菜。 张 旭 摄

沈青梅（左二）在海上餐厅为游客推荐海鲜菜品 张 旭 摄

许亚雪按客户订单挑选海鲜冻品，准备打包发货。 严 洁 摄

张亚妹（右）忙着清点渔船捕回的渔获 严 洁 摄

郭妙华在养殖渔排上分拣刚打捞的扇贝 张 旭 摄

郭妙华展示正在“用餐”的鲍鱼 张 旭 摄

林湖端（中）和员工在直播中介绍本港海产品 张 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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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老板娘朱舜芳（左二）在民宿天台与外地游客泡茶聊天 严 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