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十月份，
2021青岛影视博览会成功举办，成为
吸引影视产业、技术、人才和资金汇聚
的磁场，一批重要影视文化产业成果
落地。其中，对接达成意向项目50个，
其中有18个项目现场签约，签约额达
70亿元。此外，又有一批影视作品在西
海岸新区落地。
　　10月8日，国家电影局、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公示，西海岸新区《海鹰行
动》等4部院线电影，电视剧《热血写春

秋》，《劫海浮生》等8部网络电影获得
备案立项。同日，都市爱情短剧《亲爱
的柠檬精先生2》在新区开机，并于当
月杀青。10月19日，由爱奇艺、腾讯影
业、瞳盟影视出品，雷佳音、张子枫、张
新成主演的励志情感剧《天才基本法》
在新区杀青。10月25日，由耀客传媒出
品，黄子韬、宋祖儿领衔主演，在新区
取景拍摄的都市奇幻爱情剧《才不要
和老板谈恋爱》杀青。这些带有浓厚新
区元素的影视作品，将于不久后与观
众见面。

　　除了获得备案立项、杀青的影视
作品外，有两部作品已经与观众见面。
其中，10月14日，由中宣部电影卫星频
道节目制作中心与青岛山海聚星影业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战火中的
雕像》在CCTV-6电影频道首映，借战
斗英雄任常伦的事迹，向为国捐躯的
抗战英雄们致敬。同日，由新区影视
企业——— 青岛梦幻星生园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出品，在东方影都影视产业
园置景拍摄、新区取景拍摄的悬疑剧

《真相》在优酷悬疑剧场全网独播，讲

述检察技术人员运用先进的专业技术
手段，协助检察官突破疑难案件瓶颈，
攻克“零口供”案件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10月30日-31日，
在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搭建舞台的
2021和平精英城市赛总决赛线上直
播，29支队伍对年度总冠军展开角逐。
　　据悉，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的摄
影棚内成功举办过多次电竞赛事。
2018年腾讯火影忍者和王者荣耀赛
事，2020年“DNF闪光杯”和王者荣耀
全国大赛都在这里举办。

10月份13部影视作品获立项，3部作品杀青，2部作品上映……

“影视之都”喜迎金秋丰收季

　　“我们本来打算在农历八月十五前几天开
始捕捞，到八月十五捕捞完毕，但是从那时到现
在已经进行了5次捕捞作业，更换了5种渔网，却
只捕上来1条鱼。今天是我们第6次撒网，这鱼太
难抓了！”站在放养崂山仙胎鱼的水塘岸边，负
责日常管理的工作人员姜芹，一边扯着手中的
渔网，一边苦恼地对记者“抱怨”。
　　姜芹告诉记者，崂山仙胎鱼生性十分谨慎，
游速极快，对于水中环境的变化反应极其灵敏，
极易受到惊吓。“就像咱俩现在站在水边说话，
它们要是在附近，就会立即游走藏起来。”
　　说起唯一被捕捉到的那条鱼，是在九月份
使用抬网捕捉的。“当时，我们在抬网的中间放
上诱饵，等鱼游到抬网中间，四位工作人员合
力，迅速将网拉起，才很艰难地捕捉到它。”姜芹
回忆道，“虽然没捞到多少，但我们经常会在水
面上看到成群的崂山仙胎鱼。”
　　“插进去吧，这边长度够了，我们明天再来。
希望这次的网子能捕到几条！”这次下网，姜芹
联系了一名有25年捕鱼经验的渔民来帮忙。
　　两人将十几米的挂网两端用竹竿固定，插
在水塘两侧的泥土中，整张网子便挂在了水塘
中央。过了不久，网被下缘的铅坠慢慢拉入水
下，这张新“上任”的挂网便开始工作了。
　　第二天一早，记者再次来到水塘边时，渔民
已经将网子的一边拽出了水面。记者依稀看到
网上困住了几条与崂山仙胎鱼资料照片颜色相
似、手掌大小的小鱼。
　　“别忙着高兴啦，这不是崂山仙胎鱼。”渔民
很遗憾地说道。随后，网子被慢慢拖出水面，挂
在网上的鱼也被一条条地取下。“唉！这次还是

‘白瞎’了。”姜芹苦笑着将网子整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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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崂山特产之一的崂山仙胎鱼曾是
“皇家贡品”，现如今却极其稀少甚至陷入生
存困境。究其原因，崂山仙胎鱼是洄游性鱼
类。每年开春后，在大海里越冬的幼鱼会洄游
到温度适宜的河水中觅食生活，秋天水温降
至20℃以下时，成鱼就会游到下游河口近海
处的浅水进行产卵，雌鱼在产完卵后大部分
因力竭体衰而死去。也就是说，野生的崂山仙
胎鱼只有一年寿命。
　　然而由于兴修水利、河流改道、水系断流
等人为原因，导致崂山仙胎鱼失去洄游通道，
造成崂山仙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几乎
绝迹。
　　今年5月，围绕着水质和水量两条主线，
经过层层优选，区海洋发展局渔业技术推广
科将大珠山脚下由泉眼形成的养殖水塘选作
崂山仙胎鱼落户西海岸的“新家”。
　　5月、7月份分别投放的2000、3000尾鱼
苗，历经几个月生长后，已经从七八厘米长到
了近二十厘米（正常成鱼的长度），崂山仙胎
鱼成功在西海岸安了家。
　　“这几个月的时间，我每天早上8点都会准
时来到水塘，在4个固定喂食点投放鱼食，也会
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开关增氧泵。”姜芹对记者
介绍说，崂山仙胎鱼对水质和溶氧度要求极
高，所以在鱼塘内设置了增氧泵，除了临时应
对之外，基本每天都会在上午7点到9点，下午4
点到6点使用增氧泵，增加水中的氧气含量。
　　“到了夏天，温度高，水中的氧气不足，为
了防止鱼缺氧，就得打开增氧泵，让它整夜运
转，防止鱼由于缺氧而死亡。”姜芹说道，“咱
这里的水质好，日常工作重点就在增氧上。”

　　区海洋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崂
山仙胎鱼学名香鱼，是生长在崂山水系中的
一种珍贵鱼类，有“崂山中华鲟”“仙山第一
鱼”美誉的它一直被视为“鱼中珍品”。崂山
仙胎鱼产于白沙河及其涧溪中，在每年9、10
月份到河流入海口产卵繁殖，翌年初夏，成
鱼逆游于清水急流中，以浮游生物及藻类为
食。该鱼鱼体侧扁，色青黄，鳃盖后方有一卵
形橙色斑纹。
　　“今年是崂山仙胎鱼首次在西海岸新区
野外放养，根据此次的情况来看，知山乐禾
新田园公社明年应该会在养殖水塘中继续
放养。”青西文旅董事长杨建志告诉记者，随
着试验的进行，如果崂山仙胎鱼能够洄游到
海水产卵，那大规模的养殖便可以实现了。
　　“崂山仙胎鱼的生存对于水质要求较
高，所以鱼的品质也很好，我们打算通过放
养试验，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努力让崂山仙
胎鱼重新回到我们的餐桌上。”杨建志说道。
　　崂山仙胎鱼落户西海岸，是新区致力于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工作的
一个缩影。
　　“未来，我们将继续摸索崂山仙胎鱼的
集中养殖和收取方式，研究规划网箱养殖等
模式，进一步扩大崂山仙胎鱼的养殖规模，
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生物资源种群数量。”区
海洋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
西海岸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持续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筑牢山青水蓝
的海洋生态基底，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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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凤仪

　　日前，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从西海岸新区传出，崂山仙胎鱼在大珠山脚下散养试验获得成功！
  今年5月、7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成果转化处与青岛青西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团队，在大珠山脚下的知山乐禾新田园公社
水系中分两批次共放养了5000余尾崂山仙胎鱼。经过几个月的科学养殖管理，目前，这批安家西海岸的崂山仙胎鱼已经成长到长度近20厘米。
　　近日，记者两次来到知山乐禾新田园公社放养园区，一探崂山仙胎鱼真容。

“鱼中珍品”崂山仙胎鱼在西海岸散养试验获得成功，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

“仙山第一鱼”安家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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