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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帮助寻找八旬老人
一面锦旗漂洋过海致谢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陈俊锐 谭
婕）近日，一面印有“寻人解困感激不尽 人民警
察一心为民”的锦旗漂洋过海，寄到了三亚市公
安局凤凰机场分局候机楼派出所，对民警高效
为民服务，及时帮助寻回八旬母亲表示感谢。

1月13日23时50分许，旅客张先生来到凤
凰机场分局候机楼派出所报警，称其84岁的母
亲于1月12日独自一人乘坐航班从山东来到三
亚后，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无法取得联系。
情急之下，张先生从河北乘坐飞机赶到三亚。

接报后，该所副所长张涛立即组织警力展
开找寻，经过连夜调取资料、排查走访，发现 1
月 12日 23时 53分许老人下飞机后，在国内到
达厅 2号门的座椅上休息，直至 1月 13日 8时
20分许乘坐出租车离开机场。民警迅速查找联
系上该出租车司机，得知老人前往三亚湾看海，
并在天涯区海坡区域下车。

“当时我们已经找了一整晚，一直都在调取
资料、来回比对，联系上出租车司机后，我们又
开始在沿途周边寻找。事主着急，我们也急，担
心老人。”张涛说，1月14日 14时许，经过14个
小时的找寻，民警和张先生终于在海坡附近的
海滩上找到了正在看海的老人。见母亲安然无
恙，张先生激动地向民警连连道谢。

涉案金额10万余元
海棠警方
破获免税城系列盗窃案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陈俊锐 谭婕）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破获系列盗窃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2 月 8 日 10 时许，海棠分局藤桥派出所接
到三亚国际免税城工作人员报警，免税城内商
店物品被盗，价值4万余元。接报后，海棠分局
立即组织藤桥大片区打击中队联合藤桥派出
所展开侦查。经调取相关资料、研判分析，民
警快速锁定男子吴某、女子张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同时发现他们多次流窜于吉阳区海旅免税
城、海棠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商场实施盗窃。
在市局合成作战中心的支持下，民警锁定了吴
某、张某落脚点海口市。

2月14日，在海口警方的协助下，民警在公
交车站将犯罪嫌疑人吴某、张某抓获。经讯
问，吴某（男，44 岁）、张某（女，40 岁）如实供述
在三亚市多次流窜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两人
共盗窃免税商品 27 件、普通商品 4 件，涉案金
额10万余元。

目前，海棠分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张
某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刮鳞、破肚、除内脏、去鳃……2
月 18 日一早，“六一”已在杀鱼，晒
鱼干。只见他手起刀落，很快就杀
好了一条鱼。他抬头对记者笑了
笑：“跟鱼打了十几年的交道，熟能
生巧咯。”

“六一”名叫甘世龙，今年 34
岁，是崖州区梅联社区的渔民，世
代以捕鱼为生。因出生于农历六
月初一，村里人都喊他“六一”。

2011 年，他回到家乡，子承父
业当起渔民，也因常年吹海风晒太
阳，皮肤变得黝黑。他笑着告诉记
者：“这是在船上捕鱼晒黑的，每个
渔民都一样。”

年纪不大的甘世龙，在同龄人
中算得上一名“老渔民”了。常年

的海上生活让他积累了不少捕鱼经
验，如什么季节鱼多，哪片海域能
有好收成，什么天气不适合出海
等。

“看，这就是我的渔船，上面是
我自己设计的图案。”忙完了杀鱼
工作，甘世龙带着记者到海边参观
他的渔船。目前，他与家人共有 6
艘渔船。

出海捕捞回来的渔获，甘世龙
主要在村内售卖，多的时候，会拿
到梅山农贸市场售卖。他说，出海
打鱼看运气，渔获少的时候一天只
有几百斤，丰收时能有三四千斤。

“除了卖生鲜渔获，我还卖鱼
干。”说到开心处，甘世龙分享了他
的“生财之道”。那是他5年前无意

间发现的。一开始，他只是在微信
朋友圈记录每天捕捞到的“战利
品”，没想到有人顺着“线索”找到
了他，买了不少鱼干。这让他看到
了商机，从此干起了“微商”卖鱼
干。客户也从好友、同学扩大到游
客。尤其是随着梅联社区乡村旅游
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此游
玩，使得甘世龙的客户遍布祖国大
江南北，生意越做越好，虽然很忙
碌，但他乐此不疲。

游客变“客户”，吃旅游饭，发旅
游财，这和梅联社区发展离不开。
近几年，随着乡村旅游快速兴起，
梅联社区依托三亚梅联社区角头湾
休闲渔业栈桥项目，利用各种渔业
资源，将渔业与休闲娱乐、观赏旅

游、餐饮美食、生态环境、文化传
承、科学普及以及周边产品开发有
机结合，重点发展“企业+合作社+
渔民”模式的休闲渔业，促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

据了解，2017 年以来，梅联社
区的民宿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
展，年均入住率能达到 95%以上，
每家每户自发将自家空余的房间对
外出租收取房租。

如今，梅联社区成功转型，村民
不仅物质上实现了由穷到富，思想
上也“富”了起来，纷纷抓住机遇求
发展。比如，不少渔民“上岸”干起
了服务游客的生意，吃上了“旅游
饭”，过上“靠岸”的日子。

甘世龙虽然没有“上岸”的意
思，但他想借着村里发展的“流
量”，把鱼干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吃
上“旅游饭”的新时代渔民。“前几

年，靠着打鱼的收入盖了栋三层
楼房，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得再

‘跑’起来。”说着，甘世龙的手机响
起短信提示音，一位客户发来信息
询问发货情况。他赶紧将订单信
息转发给这名客户，并提醒对方注
意查收：“你要的红鱼干已寄出去，
请注意查收哦！”

现在，除了出海打鱼，甘世龙每
天最忙的事就是给客户发货，他的
微信已有一千多个好友，大部分是
他的客户，其中回头客不少，不少
都是来梅联社区打卡的游客。“村
里旅游业越火，村民日子越好过，
我的鱼干也有更多客户。”

乘着梅联社区乡村旅游发展的
东风，如今，甘世龙一年的收入能
达到 20 万元，行情好的话，甚至可
能突破40万元。“好生活就在前面，
我得加速‘跑’起来！”甘世龙说。

崖州区梅联社区渔民甘世龙：

“好生活就在前面，
我得加速‘跑’起来”

本报记者 张慧膑

近日，梅联社区渔民甘世龙在晒鱼场向游客展示自家晒的鱼干。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