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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三篇大文章”，以创新促实体经济加快转型。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我省传统产业仍然是振兴实

体经济的最大存量，我们扎实做好“三篇大文章”，持之以恒抓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方面，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着力抓好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重新“立柱架梁”。龙江最有基础的能源、装
备、石化、食品四大支柱产业，通过创新驱动、重组重构，焕发出
生机活力。比如，老牌国企哈锅炉，近几年通过技术改造创新，
在超低排放、二次再热节能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订单已排到了
2018年。2016年，齐二机床、中车齐车、一重集团、齐重数控等

“老字号”企业竞相开发并升级换代产品，而且市场很“买账”。
齐二机床创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已形成汽车轻量化、特种钢材
料、碳纤维材料、高端乳制品及高品质酒产品等 5条创新链条。

另一方面，“新字号”精华荟萃唱响“重头戏”，发展态势向
好，创新驱动逐步成为新的发展引擎。通过深入实施千户科技
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新注册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焊接集团等科
技型企业 4980 家，形成主营业务收入超 500 万元科技型企业
1039家，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步伐加快。中船重工
中小型燃气轮机产品已投放市场，石墨、钼等新兴产业，形成了
很强的集聚效应，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6.1%，高于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4.2个百分点。中小微企业快速增长，新产
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不断催生新经济成长，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
与 2012年相比，2015年一产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 7.8%提高

到 10% 。2016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长 4.8%，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1.3个百分点。农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升，来源于我省
以“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为依托，着眼于构建现代
农业生产体系的踏实作为。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我省坚持三个“不能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不
能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能调、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能调；更有三
个“必须调”：把优势作物调强、把区域布局调优、把经济效益调高。

玉米是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我们按照“减玉米、稳
定并适当增加水稻、增大豆杂粮、扩草蓿和果蔬、上畜牧，打造安
全优质高效绿色农业”的总体要求，2016年全省玉米调减 1922
万亩，经济作物新增 177.7万亩。

与 2012年比，2015年食品工业中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
制造业，以及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提
高 4.3、1.7、1.4个百分点。同时，基于对国内高品质乳制品、畜牧
产品需求增长趋势判断，我省持续大力推动畜牧业发展，在已建
成 182 个单体存栏 1200 头奶牛场基础上，2016 年又投入 12 亿
元，拉动社会投资 45亿元，建设 300头以上规模奶牛场 54个、
300头以上规模肉牛场 96个、3000头以上规模生猪场 63个，加
快实现粮变肉、草变乳过腹增值，推动我省由大粮仓变成“粮
仓+肉库+奶罐”。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攻方
向。2016年高标准生态农田新增 665.4万亩，“三减”高标准示
范农田面积新增 730万亩，建设“互联网+”高标准绿色有机种植
示范基地 1170个。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促进农业由主要满足

“量”的需求，向更注重“质”的需求转变；也推动农业生产由“种
得好”向“卖得好”，“卖得好”倒逼“种得更好”转变。

——创新供给发展服务业，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我省着力加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打造经济发展

的新格局，大力培育既有国内总需求增长空间、又有龙江供给优
势的新增长领域。数据显示，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显著提
高。与 2012年相比，2015年三产对经济的贡献率从 40.3%提高
到 78.9%。2016年前三季度，三产比重达到 59.1%，增长 8.5%，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0.9个百分点。

“两座金山银山”中的冰雪经济、生态旅游、湖泊湿地经济、
林中经济等发展带来的潜力正在释放。我省致力于挖掘、利用、
发挥独有的生态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通过强化营销，引入外部
需求，促进旅游、养老、健康、文化、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
发展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2016年来我省休闲度假养老的
外地老年人达到 124万人，增长 90%。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与我省优势资源结合出现良好势头。
全省快递业务量 2015 年增长 80.2%，2016 年前 11 个月又增长
76.3%。同时，我省抓好金融、物流、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市场消费点、就业拉动点。

重点产业项目发力，实现“进有动能”

推进落实“五大规划”，最终要落到抓产业、上项目上来。

2016年前三季度我省经济增长 6%，呈稳步回升趋势，这说明我
们抓经济工作思路是正确的、政策措施是有力的，发展向好的基
本面稳住了。这其中，产业项目建设成效持续显现。近 5年来，
我省累计建设产业项目 2.4万个，完成投资 2万亿，单体投资大
的万达、华南城等商贸综合体对发展服务业和促进就业拉动很
大，还有汽车制造、煤化工等，这些产业项目有力支撑了这些年
全省经济增长。

一个产业项目，激活一条产业链，带活一方经济。一批具
有牵动力大项目的落地生根，给龙江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拉动
效应。

——持续推动产业项目建设。
2013年年初，省委提出“全党抓发展、重点抓经济、突出抓产

业、关键抓项目”，注重提高“五个比重”，从投资结构、经济规模、增
长潜力、产业体系、经济成果等多方面检验产业项目的“成色”。方
向明确，路径清晰，龙江，把产业项目建设提到了战略高度。

2016年，按照“五个要发展”和“五头五尾”的要求，通过扩
大增量、激活现有存量和要素，带动工业结构调整。截至 2016
年 11月末，全省投资 5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 6806个，增长 29%；
新开工项目 5145 个，增长 40.4%，其中亿元以上 436 个，增长
28.6%；开复工亿元以上项目 1009个，其中 10亿元以上 109个，
20亿元以上 46个。至 10月末，完成工业技改投资 461亿元。积
极对接《中国制造 2025》23个细分行业中我省有优势的 17个领
域储备生物制药、机器人等 5个领域产业项目 383个，一大批重
点项目开工。积极开展与央企融合发展，签约项目 60个，新生
成合作意向及线索 57个，签约额 1342亿元。

日前，我省首个设在企业的进口肉类检验场——黑龙江大
庄园进口肉类指定检验场在绥化投入使用。这是继去年 6月投
资 5亿元建设全球最长的进口羊产品全自动生产线后，大庄园
实业集团为完善“中央厨房项目”在绥化进行的又一“大动作”。
2016年，绥化市将产业项目建设作为奋力推进农区现代化、全
力做好“三篇大文章”的第一突破口，吸引了越来越多和大庄园
一样的国内知名行业龙头企业落户绥化、扎根绥化。截至 2016
年 11月份，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6%，领跑全省；前三
季度GDP增长 6.7%，位列全省第二。

2016年前三季度，哈尔滨GDP增幅达到 7.5%，在全省和东
北四个副省级城市排名第一，连续 9个季度领跑东北三省。哈
尔滨经济运行向好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实体经济表现喜人。
2016年 1~10月全市民间投资增长 9.6%，增幅高于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 1.1个百分点，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76.1%。投资 400亿元
的万达文旅城、马来西亚建荣集团投资 80亿元的波塞冬海洋乐
园项目，以及投资 60亿元的龙江航空、投资 50亿元的传化智能
公路港、投资 30亿元的雨润物流中心等现代服务业大项目，促
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了服务业层级。

2014年，厦门象屿集团来到富锦，“富锦象屿”成为黑土地
“农头工尾”新势力。2016年 10月，一期 60万吨玉米深加工项
目正式投产，全部投产后，玉米深加工能力达到 200万吨，年产
值预计达到 65亿元，实现利税 7亿元。

大庆沃尔沃 SPA平台项目建成，一个千亿汽车产业在大庆
“无中生有”，预计大庆沃尔沃汽车今年量产 5.3万辆，可实现产
值 260亿元。

滴水窥海，晋位升级的事例充分说明，产业项目是载体，是
竞争力。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产业项目建设正在发力见效。我
省产业集中度、产业贡献率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在小幅回升中孕
育出多点发力增势。

——基础设施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发展需要载体，需要基础，更需要引擎。近年来，我省水

利、铁路、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农村泥草房改造取得了历史
性重大突破，建成了一大批龙江人民多年梦寐以求，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发展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已通高铁、正
在建高铁的有 9个城市，龙江将迎来高铁时代，对区域经济发
展带动能力开始显现。水利建设是龙江历史上发展最快时
期，对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改善将发挥重要作用，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始终位居全国前列，释放了投资拉动效应，带动
了相关实体产业发展。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全省完成水利项目投资 846亿
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4倍；完成铁路项目投资 764亿元 ，是

“十一五”时期的 2.8倍；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农村泥草房改造
投资 3559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1.9倍。三江治理工程基本
完工，哈牡客专、哈佳快速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牡佳客专开工建
设，“三桥一岛”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江铁路大桥中方一侧基本完
工、俄方一侧开工建设，谋划多年的黑河跨境黑龙江公路大桥实
现中俄双方同步开工，黑瞎子岛和绥芬河 8座及以下小型车辆
穿越国界开展自驾游正在划定区域，建三江、五大连池等支线机

场和公路等交通项目加快建设。
特别是 2015 年、2016 年，龙江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持续加

快。2015年，全省铁路完成投资 263亿元，水利完成投资 348亿
元。2016年，全省水利项目完成投资 200亿元，下达年度中央水
利投资 150.9亿元，居全国第一。铁路完成投资 286.3亿元，哈牡
客专、哈佳快速铁路和哈尔滨火车站改造进展顺利，牡佳客专开
工。公路完成投资 185.4亿元，建成干线公路 1449公里、农村公
路 4549公里。机场完成投资 22.8亿元，哈尔滨机场扩建，五大
连池和建三江湿地机场建设进展顺利。哈尔滨地铁完成投资
40.7亿元。完成电网投资 70.2亿元。鸡西、七台河城市供水工
程顺利推进。如此高强度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前所未有的。

——顶层设计引领产业项目“一号工程”。
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个递进，产业项目持续向纵深推进，

关键在于全省上下的“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在于“龙江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产业发展为中心，产业发展以项
目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在龙江大地生根。

产业项目建设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一号工程”，始终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强调抓项目建设特别是抓重点产业项目，就是抓
发展的动力、抓发展的潜力、抓发展的希望。2013年 10月，在全
省产业项目工作推进会议上，省委书记王宪魁强调：“今天的投
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今天的项目层次和质量决定着明
天的发展方式。”

2014年初春，龙江经济下行压力骤然增大，增速放缓。特
殊时期，集中精力抓产业，下大力气上项目，更加重要、更加迫
切。龙江的决策者科学判断形势，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再次坚
定了下大气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的决心。省委省政府接续做出
了开展“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项目建设战略部
署。相继出台促进工业经济增长 17条、稳增长 65条，落实振兴
东北“35条”，明确“十大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细化产业项目发
展重点，全力打造龙江产业项目建设“升级版”。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的两次重要讲话，强调要
做好“三篇大文章”。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总书记的要求，结
合省情实际，我省对十大重点产业进行了调整，使产业项目建设
呈现出动力转换、潜力蓄积的势头。龙江大地上大批大批的产
业项目正在渐次花开。

产业项目建设作为“一号工程”，犹如一条红线贯穿龙江振
兴发展之路，党政一把手亲自上手，加快推进。每年召开的全省
产业项目推进会，是龙江发展路上的“规定动作”。规格上“高
配”，落实上“高标”，省委把会议开在项目建设一线上，把具体要
求部署在产业园区里，相关项目单位交流经验、互通有无。

从顶层设计引领，到轰轰烈烈的产业项目实践，一次次产业
项目推进会，就是一次次加快发展的动员会，一个个“老中生
变”、“无中生有”、“有中生新”的产业项目，为新一轮振兴发展蓄
势积能。

新的动能培育生成，实现“新有活力”

黑龙江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
矛盾与体制性障碍突出，工业中能源工业比重过大，油、煤、
粮、木四大传统优势集中出现负向拉动所致。弥补负向拉动
的“短板”，加快全省经济发展的转型，必须抓住“动能转换”这
个核心。“黑龙江发展需要得到国家支持，但关键是把内生动
力激发出来。我们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快培育发展新
动能，打造发展‘动车组’，加快驶向全面振兴之路。”省委书记
王宪魁如是说。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6.1%，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
速 4.2 个百分点；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57.6%，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6%；与 2012年比，2015年食品
工业中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以及医药制造业增加
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提高 4.3、1.7和 1.4个百分点；截至去年
11月末，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 35.4万户，同比增长 9%，其中新登
记企业 6.58万户，同比增长 24.7%……这些数字对应的是我省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成效，以及激发市场活力、
增强发展动力带来的进展。

——“两座金山银山”打开发展空间。
总书记提出的“两座金山银山”，赋予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的新内涵，提出了发展生态经济的新要求，是我省创新升级现代
服务业的重要依托。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要有产业、有项目，加快催生一批实体产业，把我省打造成“两座
金山银山”的大舞台。

旅游业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能够
持续发展, 对国民经济发展能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依托大森
林、大湿地、大界江、大草原既独特地理位置，我省大力发展旅游

产业，旅游业近两年全线飘红。在全国多地争着做大冰雪旅游
这块“蛋糕”之际，我们把最具成长性的冰雪旅游产业紧紧抓在
手上，每年推出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体育活动几百项，并通
过设立“全民冰雪活动日”来激发全民参与冰雪活动的热情。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亚布力、雪乡、漠河北极村等
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市场影响不断扩大，品牌效应显现。
2016 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我省接待游客 901 万人、同比增长
31.2%，实现旅游收入 107亿元、同比增长 13.6%，冰雪产业对经
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去年前 11个月增
长 12.5%；省外手机漫游入省用户数去年前 11个月增长 14.2%；
省外银行卡在我省刷卡交易额去年前 11个月增长 44%。2016
年上半年，全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6405.5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744.06亿元。

——“龙江丝路带”扩大了经贸合作。
“龙江丝路带”作为一条国际贸易的物流带,一条要素集聚

的产业带,一条互利共赢的开放带,为龙江的发展打开了巨大的
空间。“我们的根本着眼点就是立足黑龙江的基础和优势,放眼
国内国际，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搭上国家新一轮扩大
开放这班车。”省委书记王宪魁亲自登台讲课，为全省领导干部
阐释“龙江丝路带”。

西通欧洲东出海的“龙江丝路带”跨境通道已全线贯通，
以“龙江丝路带”为牵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显示其独有的
魅力，口岸客货运量增长，部分资源性商品进口规模和效益增
加，进出口总额降幅收窄、11月开始正增长，招商引资质量不
断提升。

“龙江丝路带”带动了与沿线国家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务实合
作：西向与德国等欧洲国家合作，东向与韩国等亚洲国家合作，
北向与我们的近邻俄罗斯合作，南向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合作。
2016年,我省分别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英国、德国、意大利
及香港举办经贸交流活动，形成合作线索 48项，达成协议及合
同 30项，签约 77.6亿元。全省实现进出口总额 147.8亿美元，下
降 22.9%，降幅收窄 22个百分点。

——优化发展环境激荡创业源流。
该减的减。2015年 5月、2016年 5月，省委省政府先后两次

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全省发展环境的意见》，并以电视电话会
议形式，对提高服务效能、切实为企业减负等优化发展环境举措
进行安排部署、传导压力，严肃查处破坏发展环境的人和事。
2016年，省政府企业和创业投诉中心公开通报和处理 9批 42起
典型问题，11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 4人移送
司法机关。

该清的清。大力推行简政放权，到 2016年，省级权力清单
已调整到 3030项，精简 69.9%；梳理省政府各部门行政权力中介
服务 346项，清理规范 25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部清零，消除了
行政审批“灰色地带”。

该合的合。从“三证合一”到“四证合一”再到“五证合一”，
我省商事制度改革步步为营。据统计，从 2014年至今全省平均
每月新登记企业 5230户、个体工商户 24654户，分别比改革前增
长 66.6%、24.3%，市场主体活力不断释放。从去年 10月 1日起，
作为全国四个试点省份之一，我省先行实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改革，使我省商事制度改
革再次深化。

——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十二五”以来，我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累计登记

科技成果 7418 项，2015 年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位居全国第 14
位。2015年以来，我省持续推动省内科研机构转化成果创办科
技企业，通过转化燃气轮机、机器人、3D打印、先进焊接、激光通
讯、卫星应用等方面的重大科技成果，带动了一批新兴产业发
展，成效就很明显。

为让更多科技成果真正为龙江所用，我省相继出台《贯彻落
实〈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关
于大力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意见》等高含金量政策，重新
制定了《黑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支持科研人员凭借
成果运用“一夜暴富”、支持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 2016年
至 11月末，新注册科技型企业 2864家，吸纳本科以上学历人才
4391名，2015年以来分别累计达 4980家、12127名。哈工大、哈
工程两年两校共成立科技型企业 158家。全省新增科技企业孵
化器和众创空间 47家，累计达 158家。2016年 1至 11月末，高校
在校生及毕业生创业人数达 11614人,注册企业 939个，带动就
业 9358人。

站在新的一年的门槛展望未来，尽管我们面临一些困难和
矛盾，但产业转型重构带来的积极变化，是经济稳中向好最鲜明
标志。保持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着力
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定能在发展中实现下一次升级与跨越。

3000亿元非能源经济增量是怎么干出来的
我省经济转型重构出现实质性变化综述

（上接第一版）中俄双方目前正就黑瞎子岛公路
客运口岸“一地两检”查验模式进行研究，我方已
经将“一地两检”技术方案提供给俄方。全力推
进黑河公路口岸、索道口岸设立，恢复嘉荫——
帕什科沃、漠河——加林达口岸开通，绥芬河口
岸自驾游正在划定区域。我省正就绥芬河公路
口岸实行 7 天 16 小时工作制问题进行推进。
1-11月，全省口岸过货量实现2440.8万吨，同比
增长 4.3%。出入境人员 315 万人，同比增长
10.2%。

招商引资对外合作拓展“朋友圈”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先后率团对荷兰、瑞士、
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英国等国家进行
访问，宣传推介“龙江丝路带”重点合作项目，促
进我省同“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成功举办
201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龙江之夜”、2016
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等大型
经贸活动。1-11月，全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95 家，实际利用外资 5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引进省外投资项目 3423项，实际利用省
外资金420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

努力扩大对外投资合作。省商务厅与国
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等 10家单位共同签
署《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合作协议》。1—11
月，我省企业对 21 个国家（地区）进行了实际
投资，投资额 1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 倍；全
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31.5亿美元，同比
增长 39.4%，完成营业额 19.1亿美元，其中哈电
国际公司投资承建的阿联酋清洁燃煤电站项
目成功签约并已动工；龙建路桥公司成功签约
蒙古国阿尔泰-达尔维 165公里公路工程项目
并已动工。

围绕培育对外开放竞争新优势，着力推进
境内外园区建设。出台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全省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实施意
见》，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达到 101家。今年 3
月，国家批准设立哈尔滨综合保税区，全省国家
级各类开发区达到 16个。推进境内外园区互
动，截至目前，我省共推进建设了 16个境外园
区，其中国家级境外园区 3个（全国国家级对俄
境外园区4个），16个境外园区累计投资额14.96
亿美元，建设面积2701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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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2016年的最后一天，中央大街的客流量超过
80万人次。2016年 12月 31日下午，2017中央大街新年庆典活
动在哈尔滨中央大街西九道街主舞台举行，经典歌曲《喀秋莎》
唱出老街的欧陆风情，独具特色的《惊鸿舞》、《金翅舞》将表演推
向了高潮；2016年最后一次、也是最精彩的巡游活动，吸引了众
多市民游客的追逐参与，由浪漫花车、卡通人物、俄罗斯模特及
中央大街商家等组成的巡游队伍，与市民游客亲密互动，卡通人
物不停地向观众挥手，引来了在场人们的阵阵欢笑与掌声，搅热
新年气氛。

新年也要讨个好彩头，2017年 1月 1日 0时，伴随着 800斤
大钟在黑龙江上的敲响，黑河市“赏冰乐雪”暨第三届“冰雪体育
之冬”中俄界江——黑龙江冬泳“零点”跨越也进入了高潮，百余
名来自嘉兴、杭州临安、广西玉林、沈阳以及俄罗斯的冬泳爱好
者，与黑河冬泳健儿陆续跳入黑龙江，享受冬泳的乐趣。凌晨的
黑龙江面足有-30℃，但这群冬泳健儿的热情仿佛燃烧了周围
的冰雪，点燃黑河 2017年冬泳活动的新篇章。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主会场，“中国体育彩票”2017 新年登
高健身大会五大连池风景区主会场活动 2017年 1月 1日在五
大连池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2017名各界登高群众、彩民代表
及健身爱好者，共同在新年第一天登上老黑山，亦有“登高望
远，喜迎新年，展望未来”的美好寓意。为了配合五大连池风
景区主会场活动，哈尔滨的阿城分会场、宾县的香炉山风景区
分会场同时开赛。

睦邻聚龙江 度时尚新年

俄罗斯人来黑龙江迎新年，在近些年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2017伏尔加庄园迎新跨年国际联欢大 Patty于 2016年 12月 31
日精彩上演，庄园新建的彼得洛夫艺术宫迎来了一批国际友人，
中、俄、蒙、韩国、意大利等国的文化艺术团体齐聚这里，共迎新
年。来自中国北京、长春、广西等地艺术团带来的《女皇武则
天》、《苗岭早晨》、《大地飞歌》等节目，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而俄罗斯亚美尼亚、远东等地区艺术团的《俄罗斯宫廷舞

蹈》、《卡林卡》、《山楂树》等歌舞让大家回忆起青葱岁月；蒙古代
表团的《骏马》、《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赛马》等，勾起了大家
对草原的无限幻想。当晚的跨年联欢持续了 4个多小时，当圣
尼古拉教堂零点的钟声敲响，游客们在签字墙上写满新年的祝
福，炫目的烟火礼花点亮了夜空，大家共同祝愿新的一年里，国
泰民安、吉祥如意。

2016年 12月 31日晚，位于五大连池风景区的省工人疗养
院里，300多位俄罗斯游客一边品尝着纯正的中国东北特色美
食，一边欣赏着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在这里度过一个难忘的新
年。省工人疗养院的职工和景区文体局的演员们用甜美的歌声
和曼妙的舞蹈，表达了与俄罗斯游客的深厚友谊。开场舞《张灯
结彩》拉开了中俄联谊晚会的帷幕，俄罗斯歌曲《幸福之鸟》让身
在异乡的俄罗斯朋友体会到了家的温暖，表演少儿舞蹈《加加
油》、《香格里拉》的小演员们纯真的笑容，让观众们体会到了中
国孩子的幸福和童真。工人疗养院院长叶辉说：“我们每年的今
天都为俄罗斯朋友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俄罗斯人过新年就像
中国人过春节一样重视，我们把景区文化和俄罗斯的文化融合
在一起，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喜欢在五大连池过新年。”同
样，2016年 12月 31日晚，2017“绥芬河之夜”迎新年中俄友好联
谊会在绥芬河市举行，欢歌飞扬，美酒飘香，中俄友人载歌载舞，
欢聚一堂，携手走过 2016，迎接崭新的 2017。

冰天雪地喜迎中外游客

元旦期间，来自俄罗斯和国内的嘉兴、临安、玉林、沈
阳以及黑河的百余名冬泳爱好者在中俄界江——黑龙江
冬泳池中，赤膊激浪，迎接新年来临。这是由黑河市体育
总会主办，黑河市冬泳协会承办的黑河市“赏冰乐雪”暨第
三届“冰雪体育之冬”中俄界江—黑龙江冬泳“零点”跨越
活动。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猜谜语，品鱼汤，放烟花，载歌
载舞狂欢活动。

张辉 本报记者 邱成摄

挑战严寒
喜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