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5月 17日讯 5 月 17 日“世界
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到来之际，青岛联通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联通千万户，数智
进万家”为主题的数智美好生活节活动，
以实际行动为广大消费者带来幸福感、
科技感的生活体验。

青岛联通“5·17”主题活动于5月17
日开始在全市范围内陆续开展，包含各类
互动体验活动及宣传活动，为全市人民带
来一场科技与美好相融的通信风暴。

5月17日至18日，青岛联通在李沧区
东李新苑等小区举办“数智美好生活节”
现场活动，从生活场景出发，结合各年龄
层人群通信需求，以“智慧生活躺平指南”

“联通超级光WiFi、智能家居市集”“助老
反诈宣导”等形式呈现。现场还设置了丰

富的游戏娱乐环节，在寓教于乐过程中给
群众普及通信网络知识，同时提供丰富的
奖品以及爆款产品优惠政策。

除此之外，青岛联通还同步在全市
各个区（市）开展进社区、下乡村的现场
宣传活动300余场，以专业的服务、实用
的知识普及，助力数智化走进群众生活。

青岛联通积极响应市政府号召，高
度重视青岛市双千兆城市建设工作。在
数字乡村建设方面，青岛联通在全市近
50个乡镇完成签约覆盖，提升了乡村治
理数字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建设了
山东首个数字乡镇仁兆镇，打造出乡村
振兴新样板。在智慧社区建设方面，青
岛联通结合政府智慧社区建设规划，立
足青岛本地资源禀赋，拓展城市智慧社

区建设细分场景，实现了社区基层治理
向运营延伸、线上线下一体化，构建智慧
社区发展新生态。

在5G建设方面，青岛联通共投资超
15亿元，共开通 5G基站 1.6万余个。截
至目前，青岛联通已经实现了市区、县
城、工业园区、5A/4A 景区、乡镇以及高
铁沿线等5G连续覆盖，重要交通枢纽和
高价值楼宇5G深度覆盖，高业务量和重
点农村5G扩展覆盖。重点场所5G网络
通达率达到 100%，市区、县城面积覆盖
率超过99%，5G人口覆盖率达90%，网络
质量处在全国领先地位。

在宽带网络建设方面，青岛联通贯
彻落实《山东省“双千兆”协同发展行动
方案》，推进千兆光网建设。至2023年5

月，青岛联通累计建设 10G PON 端口
10.17万个，万兆网络端口覆盖率达80%以
上，城市家庭千兆光纤网络覆盖能力达
100%，已建成超2700个万兆端口全覆盖宽
带精品小区，工信部体验下载速率行业领
先，为全市联通千兆宽带用户打造超千兆、
低时延、全覆盖的家庭全千兆网络，为广大
用户提供 FTTR 千兆 WIFI、智慧家居场
景、超高清视频等智慧家庭升级新体验。

青岛联通以愈加优质的网络体验、愈
加人性化的服务体验、愈加智能的设备体
验，为每个家庭带来美好数字科技生活。
联通超级光 WiFi、5G、智能家居、智慧社
区、数字乡村等一系列服务真正走进百姓
家中。“手机5G信号好，家里WiFi不卡顿、
全覆盖，智能家居‘听人话’、优体验，农村
智能生活更普及”是老百姓的心里话。

以科技助力，满足美好期待，青岛联通
“联通千万户，数智进万家”数智美好生活
节与您相约，让智慧的光照亮生活每一处，
联通你我，焕新智慧生活。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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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扇贝收获季。位于鳌山
湾畔的即墨区鳌山卫街道冯家河码
头，闪动着许多渔民夫妻忙碌的身
影。他们都是当地的扇贝养殖户，每
到丰收季节，丈夫一大早驾船出海将
上千斤扇贝捕捞上岸后，再和妻子一
起在码头上分拣出售。昨日上午，几
十条养殖小渔船满载着一笼笼扇贝靠
岸。这些扇贝有数万斤，分拣清洗后，
有的被运往各大市场，有的现场就被
商贩、市民买走。据介绍，鳌山湾冯家
河村拥有数万亩海上扇贝养殖区，年
产量达百万斤。

扇贝亩产达万斤

冯家河村是青岛较为出名的扇贝
养殖村，有着几十年的养殖历史，目前
养殖面积已经发展到了数万亩。每年
进入 5 月后，冯家河码头上就出现一
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昨天一大早，几十条养殖小渔船
开足马力，驶向扇贝养殖区域。行驶
约半个小时后，渔民停下船开始捕捞
扇贝。随着一笼笼扇贝被从海中提出
来，一股鲜咸的味道扑鼻而来。一条
条小船相距不远，渔民们互相吆喝着
鼓劲，不一会工夫，每条小船的甲板上
已经堆满了扇贝笼子。

“这一笼扇贝重量大约在 24 斤
左右。由于扇贝的生长速度和环境

不同，所以每一笼的重量也有差异。”
渔民冯洪宗从早上五六点钟出海，已
在海上作业了3个多小时。他告诉记
者，根据客户需要，有时候一天需要
捕捞上千斤，最多时甚至捕捞上万
斤。据介绍，目前收获的这批扇贝是
去年 11 月下的苗，经过半年的生长，
最大的个头已经和手掌差不多。今
年扇贝的平均亩产量预计为 8000 斤
到10000斤。

捕捞扇贝很辛苦

记者了解到，冯家河村养殖的扇
贝不仅个头大，而且肉质鲜香肥美。

今年 56 岁的冯家河村渔民冯保
全已经从事扇贝养殖几十年，每年 6
月、11 月播苗，次年春夏之交开始收
获。经过数个小时的海上捕捞作业，
老冯驾船载着上千斤扇贝返回了码
头。为了保鲜，他没有急于将扇贝全
部运上岸，而是把其中一部分放在海
水里暂时养了起来，等商贩和市民来
购买时再打捞。

老冯蹲在船上，用斧头、小铲子敲
打着密密麻麻的扇贝，再一个个装进网
兜里，放到海水中冲洗扇贝表面的泥沙
及附着物。老冯的妻子分拣完扇贝后，
拿起一把小刀，戴上手套，开始剥扇贝
肉和扇贝柱。她告诉记者：“鲜扇贝柱
一斤能卖到65元，很受游客欢迎。”

在冯家河码头上，随处可见像老
冯夫妻俩这样的“夫妻档”在忙碌着。

“养殖扇贝这个活看起来容易，只有真
正干起来才知道其中的辛苦。但一分
耕耘一分收获，我养殖扇贝一年能赚
20万到30万元。”冯保全说。

扇贝养殖3次分笼

像冯保全这样的扇贝养殖户，在
冯家河村还有许多，每户至少养殖
1000笼。按每笼收获扇贝25斤计算，
每户的年产量达到上万斤。记者了解
到，在冯家河有几个养殖大户，有的养
殖面积达到上万亩，养殖数量达到上
万笼。

“扇贝吃起来很鲜美，价格又不
贵，多年来已经成为青岛市民餐桌上
不可缺少的海鲜美味。但扇贝的养殖
过程非常复杂漫长。”说起养殖扇贝的
辛苦，老冯笑着介绍，每年 6 月、11 月
播苗，把扇贝苗装在笼子里，放入养殖
区海域。等到次年春天，扇贝苗长大
一点后，需要把扇贝笼捞上来，一笼分
成两三笼，再放回海里。再过两三个
月后再捞上来，这时候扇贝的直径已
经长到2至3厘米，渔民需要把笼子里
死掉的扇贝拣出来，清理扇贝外皮上
长的牡蛎苗，然后分好笼，再放回海里
养。到了第二年的四五月份，扇贝就
能捕捞了。

联通千万户 数智进万家
青岛联通开展“5·17世界电信日”数智美好生活节系列活动

谁知盘中“贝”粒粒皆辛苦
鳌山湾畔数万亩扇贝丰收 养殖户最多时一天捕捞上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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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扇贝是青岛特产

青岛养殖扇贝历史悠久、技术
领先。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张福绥院士首
次从美国引进海湾扇贝，此后短短
5 年，在中国北方海域形成海湾扇
贝养殖新产业，掀起中国第三次海
水养殖产业浪潮。

近年来，多家海洋科研单位在
扇贝苗种培育、病害防治等方面不
断取得重大研究成果，培育出大量
新品种，研究成功扇贝春苗培育、深
水筏式养殖等产业化技术。

在岛城市场上销售的扇贝虽然
模样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在品种上
有较大差别。

青岛市场上的扇贝主要有海湾
扇贝、栉孔扇贝以及虾夷扇贝（夏威
夷贝）3个品种。其中，海湾扇贝的
贝壳为褐色，扇贝肉水分较大，口感
好。栉孔扇贝也被称为青岛扇贝，
贝壳为红色，是青岛海域特产。加
工扇贝干货多用栉孔扇贝，主要是
因为其水分相对较少。虾夷扇贝个
头比较大，贝壳为白色，在市场上数
量较少。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摄影报道

渔船满载着一笼笼扇贝回到码头。冯保全展示刚打捞的新鲜扇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