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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石造礁，引来鱼虾安家
记者探营人工鱼礁建设基地，到2015年烟台人工鱼礁将达15万亩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李娜 通讯员 相堂 张宇

星级酒店：

多个单位

抢订一个场地
“从12月份开始，企业单

位的年会陆陆续续召开，我们
酒店商机来了。”21日上午，记
者从烟台市多家酒店了解到，

现在企业年会、客户答谢宴会
等预定接近高潮，已经出现多
家单位抢订一个场地的情况。

“现在已经确定日期的已

经有9家企业了，到元旦前后
还会出现一个小高峰。”21日
上午，烟台丽景海湾酒店营销
部的史经理告诉记者，从12月
以来，陆陆续续就有不少企业

前来酒店咨询和预订场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现
在不少企业办年会一改吃饭
喝酒的单调聚会，变为表演与
聚餐结合的年会，这样一些能
提供演出场地的酒店就受到
了格外的青睐。“看完演出再
吃饭，这似乎成了单位聚会的
程序”，金海湾酒店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温泉度假村：

会场排到

晚上12点
除了酒店外，温泉度假村

也成为不少企业年会的热门
场所。“进入12月份，天气慢慢
变冷，我们温泉行业就迎来了

一个高峰期”，栖霞艾山温泉
的任经理告诉记者，“不少企
业选择到温泉度假村开年会”

“有的会场排到晚上12点
多”，任经理告诉记者，到了

年底，随着企业年会集中召
开，度假村的会场有些紧俏
了，“度假村一共有 4 个会
场，大的能容纳400多人，还
有一个多功能会议厅。平均
每天能接待四五家单位，会场
都排的很满。”

“去年年会的时候单位组
织我们去艾山泡温泉，特别舒
服”，和邹先生一样喜欢泡雪
天温泉的市民不在少数。艾山
温泉的任经理告诉记者，最近
前来预订以及电话咨询的企
业单位不少，艾山温泉也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

策划公司：

最大一单

价值100万
“进入11月份，就开始陆

陆续续地接到一些公司的年

会策划了”，烟台好朋友文化

发展演出公司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现在手头上的企业年

会策划案已经有七八份了。

记者从一些策划公司了

解到，年会策划的费用平均一

场需要三至五万元，根据具体

项目的不同，收费会有所差
异。“接到单子，一般需要先看

场地，然后做出方案，进行报

价”，烟台大明礼仪公司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具体的收费
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定，“最
大的单有做到100万的。”

除了专业的策划公司外，

还有一些婚庆公司也加入近

来。“我们有专门的演员队伍，

摄像、舞台设备、灯光、烟花也

很齐全。”西南河附近一家婚

庆公司的老板说。

本报见习记者 孙芳芳

建人工鱼礁

就是给鱼虾盖房子

“人工鱼礁的建设就是给

鱼虾贝类海洋生物建房子。”烟
台泰华海珍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声海为人工鱼礁做了形象比

喻。“通过向海中投放石块、管

道等固体物形成与自然鱼礁类

似的海洋生物生活环境，让他

们在这里生活栖息。”据专家介

绍，投石造礁不仅不会对海水

环境造成污染，而且能增加渔

获量，还有效改善海区生态环

境，形成“海洋牧场”。

记者跟随泰华海珍品有限
公司人工鱼礁相关负责人来到

休闲渔业示范区，用于鱼礁建

设的石块礁和混凝土管状礁堆

在海边。“人工鱼礁所用的石块

是从养马岛码头、云溪码头、酒

馆码头、八角码头装船，运到20

海里外的养马岛东北海域，进

行投放的。而这些管状礁则是
自己铸造的，直径0 . 5米、长约1

米，将成为海参、鲍鱼和鱼类生

活的新家。”

记者在泰华海珍品近海的

海参养殖区看到，小规模鱼礁

横成排竖成列，在一米深的水

池内若隐若现。牟平区大窑镇
以北海域的人工鱼礁，也是按

照石块礁、管状礁相间隔，按照
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成排成列

有规律建设的。“海参的生长环

境离不开附着物，深海养殖就

是通过投放礁石，给海参提供

创造生长环境。”江声海说，“目

前，我们已经放流无公害黑鲷、

牙鲆及黑鲷苗种520万尾，明年

我们将向建成的人工鱼礁投放
海参、鲍鱼等海珍品。”

15万亩鱼礁

将立体开发

“人工鱼礁应选择在海洋
环境处于正常状态，且很少污

染物输入的海区，是主要经济

鱼、虾、贝的产卵区、越冬区、

索饵区，洄游区；同时避开其

它环境敏感区，如航道、锚地、

海底管道、海底电缆、海洋倾
倒区、海水浴场、军事禁区
等。”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相

关专家介绍。

据了解，烟台重点建设的有

八大人工鱼礁群，分别分布在烟
台市豆卵岛以西海域、牟平区养
马岛东北近海海域、担子岛周边

海域、龙口黄山馆附近海域、长岛

南隍城附近海域、招远市辛庄镇
宋家山海域、莱州市金城石虎嘴

海域、牟平区金山港大桥附近海

域。到2015年烟台市人工鱼礁总

面积将达到15万亩。

人工鱼礁的建成之后通过

移植海藻等方式，形成海底牧

场，进而进行“立体式”海洋资

源开发。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立体式养
殖是指底层以剌参、海胆等底

栖生物为主进行海珍品养殖；

中下层在自然聚鱼的基础上进

行人工增殖，发展生态渔业；上

层利用人工鱼礁的资源优势进

行筏式养殖、休闲垂钓和旅游

开发，形成综合开发海洋资源

的格局。”

万亩海参养殖

潜在价值5亿元

“从豆卵岛西部海域建设

的人工鱼礁情况来看，人工鱼

礁创造的经济价值是非常高

的。”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

专家说，“万亩海域海参的潜在

价值可达5亿元以上。”

据了解人工鱼礁建设之

后，经济价值极高的刺参、鲍

鱼、紫石房蛤、海胆等珍稀品种

的资源存有量显著恢复和提

高。以烟台市豆卵岛西部海域

建设的人工鱼礁为例，鱼类的

种类由投礁前的5种增加到28

种，存鱼量由0 . 48kg/m2增加到

52g/m2
；海参产获量2个/m2

，每

千平方米年产干参达16 . 5kg，

万亩海域海参的潜在价值可达
5亿元以上；鲍鱼年产量20万

头，产值近千万元；真鲷年渔获

量50吨以上，产值百万元以上。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任

鹏 李婵娟) 近几个月以来，

略带怀旧气质的“老酸奶”一时
火了起来，近日记者调查发现，

几乎所有一线乳业品牌都推出

了“老酸奶”产品，并将其推向烟
台市场，引发了一场“复古风”竞

争大战。

价格虽高但普遍卖得不错

“卖得还不错，现在看，消费
者还是比较认可的。”某品牌老

酸奶的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在大润发超市的牛奶专柜，山东

某品牌的老酸奶的柜台上空空

如也，没剩下几盒。柜台的标签
上写着“暂时缺货，敬请谅解”的

字样。

记者走访多家超市了解到，

多个品牌的老酸奶一盒的净重

量不到200克，但售价基本上在4

元之内，少数品牌超过4元，价格

明显高于普通酸奶的售价。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

说，市场上最早出现的一种老酸

奶是青海一家公司在2008年5月

推出的一款产品，由于和传统的

青海老酸奶的发酵相似，一下子

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老酸奶

呈固体形态，口感更好，里面的

蛋白质、钠、镁等营养物质含量

较高。

奶商扎堆投放“老酸奶”产品

“这种酸奶看起来和以前瓷

碗做的酸奶一样，口感上也有点

像。”21日上午，在大润发超市，

一位顾客在两个品牌中挑选着
自己中意的“老酸奶”。在南大街

上的沃尔玛超市，蒙牛“老蒙古”

老酸奶的销售人员张丽娜告诉

记者，蒙牛老酸奶是今年十月底

才刚刚进入超市销售的。据她

讲，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老酸

奶”这一系列的产品，仿佛一下
子就出现在烟台市场上，并且现
在竞争状况已非常激烈。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线乳业

品牌几在乎同一时间在烟台市
场上投放了各自的“老酸奶”产
品，而加入到这场竞争中的，也

包括不少二三线乳业品牌。各品
牌尽管命名不尽相同，但无一例

外地都是“老酸奶”风格，并且外

包装也比较相似，竞争状况已非

常激烈。

各大奶商扎堆布局“老酸奶”
风格口感很怀旧 上市后很受认可

为修复渔业资源，烟台市正大力开展人工鱼礁建设，构筑“海洋牧场”。人工鱼礁是怎么建设的，建成之
后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为此记者前往烟台市牟平区大窑镇人工鱼礁建设基地进行了探访。

年会经济

超市货架上的老酸奶经常处于缺货状态。

石块礁、管状礁在码头装船运往海上。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