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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社法律顾问：
琴岛律师事务所 侯和贞、王书瀚、王云诚律师

今日海浪水文预报：

海浪:2.0m 涌向：--
日平均水温 4.4℃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青岛赞纳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查实，你单位未为于爱红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现依
法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青住金处理先告字[2023]
17第 092号），责令你单位向我中心报送于爱红在你单位工作期间
的工资收入明细及住房公积金补缴核算明细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3日内仍未报送的，我中心将根据建设
部《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
5号）文件规定或职工提供的证据材料，核算你单位欠缴于爱红住
房公积金数额，据此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4年 2月19日

●遗失王波的残疾军人证，证件号
码NO.00590096，声明作废。●遗失青岛福康家大药房有限公司
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
编号:鲁青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1553号，
声明作废。●遗失由青岛和达创信置业有限公
司开给王河坡的补差款收据，收据号：
0004142，金额：8278.92元，日期：2022年
6月5日，声明作废。

青岛市城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告
山东恒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蒋双林于2023年11月24日提出的
工伤认定申请本机关已依法受理，并已
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青城人社伤认决字[2023]第031848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内到青岛市城阳区文阳路675号
城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工伤认定窗口
领取，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工
伤认定结论不服，可自送达本决定之日
起60日内向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青岛市城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2月19日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胶州市小石头音乐酒馆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但凡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原法人（邱湘伊）章一

枚，编号：3702110412918，声明作废。
青岛雅典娜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

3702110862962，声明作废。
黄岛区善易达运输服务部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人（谭修善）章一枚，

编号：3702110862963，声明作废。
黄岛区善易达运输服务部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人章一枚（法人：刘

毅），声明作废。
青岛鑫徵风塔配件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人章一枚（法人：薛

飞），声明作废。
青岛奥尼斯泰商贸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3702820383630，声明作废。
青岛美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平度市蒜泥泥假睫毛工艺品厂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3702110812200）

一枚，声明作废。
中建卓越（青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财 务 专 用 章

（3702110812201）一枚，声明作废。
中建卓越（青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法 人 章（邵 明 栓

3702110812203）一枚，声明作废。
中建卓越（青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中建卓越（青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3702030562742）

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小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法 人 章（ 诸 彦

3702131278390）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市日龙纸业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青岛朗泰博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挂失声明
权威 快捷 省钱

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催告书
青黄消催字〔2024〕第0001号

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户籍
所在地、现住址/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青岛海之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登记住所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水
灵山路 77号，经营地址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 77号，法定
代表人为张海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211MA3N1D1N9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
规定，限你（单位）于2024年2月7日前履行消防救援机构于2023年7
月18日作出的给予青岛海之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叁万壹
仟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决定书文号为：《行政处罚决定书》（青黄消
行罚决字〔2023〕第0104号）。

履行方式：到中国农业银行黄岛支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
区双珠路 197 号）或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人民币叁万壹仟元
整，及加处罚款人民币叁万壹仟元整(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注明金额
和给付方式)。

对以上事项，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不
履行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6698852766988527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鸥遇”30年的城市浪漫
——从“挽留海鸥行动”到一个城市IP的打造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鹿子金涛 陈 金

龙年正月初一，栈桥景区就开启了“人
从众”模式。大量市民游客携亲带友，在看
海赏景之余，专门安排一次“鸥遇”——与海
鸥亲密接触。

成群结队的海鸥在栈桥上空翱翔飞
舞，争相啄食市民游客投喂的食物，欢声笑
语弥漫在空气中，与海鸥的鸣叫交织成和
谐的乐章……每年 11 月伊始，数十万只海
鸥从西伯利亚等地迁徙至青岛，直至次年
4 月底再飞回去。这些漫天翱翔的“小精
灵”与阳光、海水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市
民游客前来“打卡”。

海鸥起舞，游人纷至沓来

“在青岛，与西伯利亚海鸥来一场邂
逅。”“青岛是海鸥过境的封神之地。”在社交
媒体上，“青岛栈桥海鸥”相关的话题播放量
已超过9亿次，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
2023年 11月 1日至 2024年 2月 9日，栈桥景
区共接待游客193.5万人次，日均游客在2万
人左右，周末可达3万人。今年春节期间，从
农历正月初一开始，栈桥景区就呈现客流量
暴增态势，据青岛市海滨风景区管理服务中
心统计，日均游客超5.4万人。

栈桥上，市民游客谈笑风生、拍照“打
卡”，沉浸在海鸥翩翩起舞的美景中。摄影
爱好者们专程带着专业设备前来，用镜头捕
捉海鸥的灵动瞬间，将这一美好画面传递给
更多的人。记者注意到，部分游客还背着旅
行包、拖着行李箱。一对来自辽宁的夫妻告
诉记者，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其他人分享
的青岛海鸥“美照”，决定亲自来感受一下。

“这不，刚下火车我们就过来了，这里真的太
美了，完全不虚此行。”妻子小吴表示。

农历正月初七，来自淄博的小张带着父
母一起来青岛旅游，在周边入住后直奔栈桥
而来。“我平时在外地读书，想在春节假期
多陪陪父母，听说今年栈桥的海鸥很‘火’，
就带他们来这里‘打卡’了。”小张说，“十年
前的冬天，父母曾带我来青岛旅游，但那时
的栈桥还没有这么多海鸥。但现在，海面
上海鸥蹁跹，栈桥上游人如织，人们买来鸥
粮，热情地投喂海鸥，既让海鸥记住了这片
海，也让栈桥更有生命力了。”小张一边拿
着手机拍摄，一边从袋子里拿出一块面包
扔向空中，一只海鸥经过，灵巧地衔住了面
包。记者注意到，栈桥周边有许多商户在售
卖海鸥食，一袋 1 元到 3 元不等，以面包、油
条为主。

近年来，旅行拍摄成为游客记录旅途美
景的重要方式。摄影师贾子强从事旅拍行
业近6年，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近15万次点
赞，每到青岛“鸥遇”季，他都会接到许多在
栈桥拍摄的订单。“栈桥附近海鸥多，也更有
青岛标志特色，出片效果好，是拍摄海鸥的
第一选择。”贾子强介绍。

对于老青岛人来说，看栈桥的海鸥是一
种传承。家住市南区的李阿姨也带着4岁的
外孙前来看海鸥，“小孩子看到海鸥比较兴
奋，能激发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李阿姨笑
言，“我们与海鸥共同成长，见证了这座城市
与海鸥‘共舞’的美好时光。现在年纪大了，
还是喜欢带着下一代来感受这份美好。”

海鸥成为青岛的城市名片，吸引大量市
民游客前来观赏，描绘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动画卷。

万鸥翔集，守护美好“精灵”

三十年前，海鸥仅零星出现在栈桥、小
青岛等前海一带的浅滩上。从仅百余只到
如今万鸥翔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这要从 1994 年秋青岛媒体人与鸟类专
家在崂山太清宫林场的一次邂逅说起。

当时，于 1992 年创刊、已在市民中拥有
广泛影响力的《青岛晚报》密切关注时事新
闻，编辑部负责人以昆明市民冬季在翠湖投
喂红嘴鸥为例，向时任青岛市林业局鸟类环
志站站长刘岱基咨询：青岛市有无可能把更
多的海鸥招引至前海一线？在得到专家肯
定的意见之后，《青岛晚报》编辑部策划发起
了“挽留海鸥行动”。

1994年11月30日，《青岛晚报》联合青岛
市林业局在栈桥海滨举行了“挽留海鸥行动”
启动仪式，青岛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有关
领导同志参加，当天的《青岛晚报》头版头题
刊登《“挽留海鸥行动”明日开始》，受到青岛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参与“挽留海鸥行动”的
市民热情高涨，《青岛晚报》聚合起青岛的社会
公益资源力量，从青岛食品厂和人民路上的面
包厂拉来用麻袋装的糕点碎屑，每天定时在栈
桥东侧海滩投放饲料，邀请市民前往海边投
喂海鸥。为了让“挽留海鸥行动”能持续开
展，《青岛晚报》编辑部还先后联系了6名从
青海回城的知青做志愿者，坚持投喂海鸥。

从《青岛晚报》发起倡议，到市民游客的
自主行动，一步步走来，青岛海边的海鸥越
聚越多，终于成就了万鸥翔集的壮丽景观。

目前，每年到青岛越冬的海鸥数量已超
过 10万只，从最初的红嘴鸥、西伯利亚银鸥
两个品种，陆续增加到 20余个新品种，包括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黑嘴鸥、遗鸥、中华凤
头燕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鸥、大凤头燕
鸥等，大大丰富了青岛的生物多样性。其
中，2016年夏季在青岛胶州湾发现的中华凤
头燕鸥，是自1937年后首次在青岛出现。

青岛为什么能留住海鸥？“青岛的冬天
气候温暖，适合海鸥避冬，并且青岛近年来
积极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加大海岸线保护力
度，海鸥栖息地范围持续扩大，适合海鸥生
存。同时，青岛人持续爱鸟、护鸟，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为海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安
全的生活环境，让青岛能留住海鸥。”青岛市
园林和林业综合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迟
仁平介绍，“海鸥是杂食动物，以鱼贝类生物
为主食。但是由于海鸥集中分布在同一区
域，生存条件受影响，自然食物不足，人类投
喂的食物可作为海鸥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段
重要的食物补充。不过，海鸥毕竟是野生动
物，人类要减少对海鸥的干扰，不要伤害、惊
扰它们，让它们在自然环境中自由翱翔。”

随着青岛海鸥数量的逐年增多，如何更
好地保护这些可爱的“小精灵”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据了解，青岛市相关单位开展了
一系列生态保护行动，如定期监测海鸥种群
数量、迁徙路线，以确保海鸥在青岛安全生
存。景区工作人员也加强宣传引导，呼吁市
民游客文明观赏，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一
些社会组织也积极加入爱鸟行动，通过开展
爱鸟周、发起公益活动、举办鸟类摄影比赛
等，增强市民游客的生态环保意识。

青岛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城市摄
影家协会主席张建华介绍，十多年来，每到海
鸥季，协会都会组织十余次海鸥投喂和摄影
活动，通过镜头记录下海鸥的美好瞬间，传播
环保理念。“我们一般会自己购买红头鱼投喂
海鸥，这样海鸥能自然地追击捕猎，相比投喂

糕点，人工干扰较少，拍摄效果会更加灵动、
真实。”张建华表示，“以前青岛海鸥数量少，
拍摄前需要先在栈桥周边投喂青鱼，将海鸥
聚集到一起。但是，近5年来，海鸥数量越来
越多，已经不需要这种‘预热’了。”

青岛故事，打造城市IP

淄博烧烤、天津跳水、泉州簪花、哈尔滨
冰雪旅游……多个城市通过打造城市 IP 火
热“出圈”，青岛如何通过海鸥元素打造城市
IP，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IP 是城市品牌的超能符号，从意义体
系、价值体系等方面来增加城市文化或产业
等方面的辨识度和显示度。”中国社会科学
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品牌影响力报
告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城市品牌影响力报告

（2023）》指出，在注意力经济和互联网新媒
体大发展的背景下，城市IP所具有的吸引力
能够赋能城市的影响力和市场优势，有助于
城市吸引投资、人才和文旅消费，从而推动
城市经济发展。

“海鸥来到青岛以后收获了很多关爱，
鸟类栖息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有所改
善，青岛的滨海旅游特色和海鸥元素可以完
美融合。”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策划部部
长李焕斌表示，海鸥不仅仅在栈桥聚集，奥
帆中心、五四广场、八大关风景区、石老人浴
场、星光岛、城市阳台、胶州湾大桥周围都有
海鸥的聚集地。

“要把海鸥打造为青岛的城市 IP，只靠
市民游客拍照‘打卡’还不够。将游客吸引
到青岛后，能为游客提供什么样的消费场景
和配套服务，才是打造青岛城市IP的重中之
重。”李焕斌认为，青岛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
观，也有戏雪、温泉类的体验项目，需要借助
海鸥的热点，串联各个景点，展现青岛文旅
魅力，将“头回客”变为“回头客”。

随着旅游消费升级，游客的需求已经从
单纯的“观光游”转为“体验游”，要想打造出

“青岛样板”，必须根据城市独特的文化特色
走出差异化道路。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
究院院长、文旅部“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
委员魏鹏举表示，能够吸引游客的城市IP，离
不开故事，青岛可以结合城市文化，通过打造

“海鸥节”增强游客的体验感，讲好青岛故事。
2024 年是我国开展鸟类环志工作四十

周年和青岛市开展“挽留海鸥行动”三十周
年，青岛报业传媒集团、青岛市园林和林业
局联合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
南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推出“鸥遇青
岛”——青岛市首届海鸥文化节，吸引全国
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赏鸥，助力青岛文旅消
费。活动期间，为市民游客发放了气球、福
字、马克杯等海鸥文创系列产品，限量发行
海鸥“AF53”数字藏品，推出惠民航旅套餐产
品，并有奖征集卡通形象“青小鸥”，提高了
市民游客的参与度，也为城市注入活力。

“我们希望通过卡通形象征集、野生动
物科普、观鸟研学等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参
与；通过文化创意产品，提高游客对海鸥的
认知和兴趣。”李焕斌告诉记者，加强野生动
物关爱是打造城市IP的重要保障，青岛将通
过海鸥链接游客、吸引游客、服务游客，让外
地游客体会到青岛的温暖热情。

▲“鸥遇青岛”——
青岛市首届海鸥文化节
于1月20日在栈桥广场
启动。 王 雷 摄

◀去栈桥赴一场
“鸥遇”，是青岛的限定
浪漫。 刘 栋 摄

■两只海鸥
在 栈 桥 附 近 的
海面上捕食。

张建华摄于
2015年3月

■人鸥和谐
“共舞”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于 滈 摄

小朋友在小朋友在““投喂投喂””海鸥海鸥。。 于于 滈滈 摄摄

■青岛市民
参与到“挽留海鸥
行动”中来。
孙立摄于1995年

■青岛市民
排队为“挽留海鸥
行动”捐款。
孙立摄于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