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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来到孔浦的。在
这之前，我听说孔浦是因为有座孔庙和近水而
得名。所以，我想它一定是个有着浓重传统文
化气息的地方。然而，一到孔浦，我才知道孔
庙早已被拆除，就连遗址都少有人知道了，体
验民风也感觉不出传统文化气息的浓重。倒
是现代工业的文明展现得不俗。数座高大的
冷库沿江而立，如远眺的巨人，分明成了孔浦
的地标；江边码头，一个接着一个。空中高高
的输冰桥、地面长长的输送带，把码头与冷库
连成一体。停靠在码头边装冰、充水、加油和
卸鱼货的渔轮排成长队，人声、机声，还有汽笛
声，昼夜不停。好一派繁忙的景象。这就是孔
浦最具特色的水产业。

这里有两家水产大公司，即宁波海洋渔业
公司和宁波水产储运公司。它们都是省属国
企，不但占地面积大，职工人数多，生产设施设
备也较先进。尤其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职工
人数达五千多，是个集海洋捕捞、水产加工、渔
轮和网具修造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它几乎
成了孔浦的代名字。出门在外，说要去孔浦，
常有人会说：“哦，去渔业公司啊。”而作为渔业
公司的职工，也常常会透出一种自豪感。记得
我去渔业公司报到的那一天，在公交车上碰到
渔业公司的一位老职工。他知道了我是去他
所在公司报到，就对我说：“你真幸运，能进我
们公司。”我说：“是吗？”他说：“这还有假？在
宁波我们公司谁人不知道？国营企业，福利条
件好，还天天有鱼吃。”我自然被他说得心花怒
放。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我入职后，我们公司
的鱼货产量一直处于高位。尤其在渔汛旺发
的第二、第四季度，渔轮在海上作业，每艘都能
在较短的日期内满载而归。而岸上加工、后勤
也是三班倒，昼夜不停。那时，公司提出的口
号是：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于是，大马力的渔
轮配以大型网具，再加鱼探仪、诱鱼灯等先进
设备，全年除台风天外全天候出击，追得鱼群
无处可逃。以致大黄鱼等洄游性鱼类有来无
回，最后，大黄鱼在海里几乎绝迹。现在想来，
那是多么愚蠢的做法！而那时的我们全然不
知，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热火朝天的工作
中，为高产量欢呼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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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浦是我早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它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是典型的浦地。所谓浦
地，就是地名中带有浦的地方。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
方。孔浦正是。由此，孔浦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特
色终于褪尽，但它们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记却还是那么的鲜明。

那时，公司的行政级别为县
级，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都与
政府机关相对应，该有的绝不省
略。因此，管理服务机构的庞大和
完整也是空前的。让人印象深刻
的是公司的人武部和消防队，其规
模甚至大于普通的县属机构。公
司的所有渔轮都配有武器，船员都
要接受军训。那时海上敌情虽然
不多了，但海里鱼还很多，包括攻
击性较强的鲨鱼也不少，捕捞时如
果网入了巨鲨，网具和船只都有可
能被损坏，这时就需要动用武器将
鲨鱼快速杀死，以确保人员、船只
和网具的安全。因此，大家都十分
重视实弹演习，都以取得好成绩为
荣。

至于消防队的规模，那也是为
了顺应公司的生产需要。因为那
时公司的船只多，用油量大。自
然，公司的油库和输油管线也多。
船舶停靠码头，维修保养、加油输
油也是生产的重要环节。在此过
程中，由于船舶结构和设备的特殊
性，自然会存在一定的火灾风险。
所以，配备相当规模的消防队也就
成了必然。

事实上，人武部和消防队仅仅
是公司生产部门的辅助机构，但其
有如此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就不难
想象那时公司的生产实力了。所
以，毫无疑问，辉煌的水产业，就是
当时孔浦最靓丽的特色。

然而，除了这靓丽，孔浦却还
存在着另一种让人烦恼的特色，那
就是基础设施的落后。在很长一
段时期内，孔浦通往市区的马路总
是坑坑洼洼，晴天多扬尘，雨天多
积水，让行人叫苦不迭。又因为孔
浦近水，且地势不高，排水系统能
力较弱，每逢台风来临，总会发生
内涝，以致厂房、仓库被淹。每当
那时，各单位的防台抗台任务就特
别繁重。尤其是我们这些青壮年
职工，通宵达旦的抢险是常事。记
得有一年，内涝特别厉害，我脚上
穿着塑料凉鞋，趟水搬运物资，因
泡水时间过长，脚上竟长出了水
泡，奇痒无比。最后，治疗了好长
一段时间，才获痊愈。而另一方面，
孔浦的生活用水却不足。自来水管
线细长，水压低，水质也不尽如人
意。尤其是到了夏季，住在楼上的
人要想用水，要么等到晚上，要么到
底楼的公共水龙头去排队取水。有
时甚至公共水龙头也成了摆设，几
乎让人发狂。记得那时我和师傅同
住在三楼一室。为了用水，师傅特
地买来一只水缸，还自制了一台净
水机，夏季常常要半夜起来开龙头
接水净水，弄得人心神不宁。所有
这些，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善。

可喜的是，孔浦在这些特色褪
尽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作
为文创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正被
赋予新的特色，焕发新的生命力。

于是，我们公司步入了全盛时期。公司不
但拥有各种先进的设施设备，还增建了大型冷
库，冷库还通了铁路。生产的产品更是丰富，
除了各种海鲜鱼类，还有各种水产加工制品，
如鱼圆、鱼松、蟹糊、鱼酱油、鱼罐头、五香烤鱼
干和珍味烤鱼片等。此外，还有鱼鳞胶、甲壳
素等水产综合利用产品，真可谓是琳琅满目。
与此同时，职工福利也水涨船高。住房条件和
公共生活设施都得到改善。卫生院、幼儿园、
影剧院、图书馆和公共浴室等一应俱全。在伙
食方面，除了保障职工食堂天天有鱼，公司还
按人头配给职工每人每月十五斤海鱼，且品质
优良。十五斤海鱼虽然不算太多，但在那个几
乎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不能不说是一大
福利。让外面的人羡慕不已。

只是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福利未必能让我
开心。因为我家在农村，亲戚朋友比较多，喜
欢吃鱼的总会想到我，尤其是逢年过节或逢婚
丧大事，更是如此。但每月十五斤的配额，即
使全都给了亲戚朋友，也嫌少。有时甚至自己
一条鱼都没吃，还不被待见。记得有一次，我
的一位初中同学来找我，希望我给他买点鱼回
家。当时，正值月底，我当月的配额已用完，只
能向同事借，但想不到的是，同事们也没人有
剩余的了。最后，我只能请他理解。然而从
此，这个本来和我关系不错的同学，就不再主
动与我联系了。尽管多年后，他已释然。但如
今想起来，我还是觉得有点遗憾。由此，我真
的很认同电视里的那句广告语，“你好，我好，
他好，大家都好才是好！”

处于全盛时期的公司，几乎一切都是蒸蒸
日上的，不但海上捕捞生产捷报频传，岸上加
工后勤也成果不断，就连文娱体育活动也常常
出彩。这当然是基于公司的人才。事实上，孔
浦早已是个人才荟萃的地方，这倒是与它早年
拥有孔庙是相适的。两家水产大公司不但吸
纳了不少全国各水产院校的毕业生，还吸纳了
一批如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海运学
院等名校的毕业生，这在那个大学毕业生占总
人口比率极低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这些人
才的聚集，无疑使两家企业有了较强的软实
力，这也正是我们公司能步入全盛时期的原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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