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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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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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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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 月 13 日，由青岛日报报业集团、青
岛市园林和林业局主办，青岛晚报、青岛掌控传
媒承办的纪念《青岛晚报》“挽留海鸥行动”30 周
年启动仪式在市南区太平路 33号原青岛日报社
阳光大厅举行。作为青岛“保护鸟类、保护自然”
的现象级事件，青岛晚报发起的“挽留海鸥行动”
曾获评青岛市精神文明“十件好事”之一，为青岛
带来了流量和热度，成为城市光荣与梦想的一部
分。30 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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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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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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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林野生
动物世界策划部部长李焕斌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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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鹿子金涛 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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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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民参与到青岛市民参与到““挽留海鸥行动挽留海鸥行动””中中。。 孙立摄于孙立摄于19951995年年

到栈桥喂海鸥已经成了不少青岛市民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