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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日讯（贾辉）2月 2
日至 3日，农历正月初六至初
七，就发展冰雪经济、推进亚
布力旅游度假区改革发展，省
委书记王宪魁深入亚布力调
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
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重要指示精神，把工
作落实到具体项目和产业发
展上，统筹谋划布局，完善基
础设施，围绕市场需求做好产
品深度开发，提供有效供给，
引导和满足游客消费，推动旅
游向“一年四季、一天多样”发
展，打造世界级国际化旅游度
假胜地，引领全省旅游业加快
发展。

一路轻车简从，王宪魁

首先抵达亚布力机场规划选
址现场和哈牡客专亚布力西
站考察，要求统筹考虑区域
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科
学规划设计，加快项目推进
步伐，提高景区通畅性，为亚
布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
新亚布力滑雪场和好汉泊水
上娱乐休闲区，王宪魁重点
考察冰雪旅游项目及综合配
套服务情况，与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朋友热情交流，倾
听他们对我省冰雪旅游发展
的建议。当了解到近年来亚
布力旅游保持突飞猛进态
势，春节七天假期累计接待
游客 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6%，他感到很高兴，强调
要深入研究市场需求，积极

开发多样化、高质量的旅游
产品，激发各年龄段游客兴
趣，让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
归。在元茂屯生态度假村、
熊猫馆和森林温泉酒店，王
宪魁了解游客入住、观赏和
休闲等情况，叮嘱继续完善
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环境，提
升服务质量，提升综合效
益。王宪魁还来到平山神鹿
滑雪场调研，希望发挥紧邻
哈尔滨市区的优势，丰富自
驾游等旅游产品，提升景区
文化内涵，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游玩。

调研期间，王宪魁主持召
开座谈会，听取亚布力管委会
工作汇报。他指出，管委会改
革试点启动以来，亚布力旅游

度假区发展态势很好，品牌影
响越来越大。在今后发展中，
亚布力既要把冰天雪地打造
成金山银山，也要把绿水青山
打造成金山银山，抓好项目建
设，推动产业发展，当好全省
旅游业的排头。一要统筹规
划布局。我国将举办 2022年
冬奥会，高铁、机场、高速公路
等交通要素在这里汇聚，给亚
布力发展带来了新的重大机
遇。要树立“大亚布力”理念，
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
的区位优势，规划建设国内外
知名的特色旅游小镇，融入和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要通过
深化改革、统筹规划，打破体
制机制壁垒，促进内部资源优
化整合。要搞好差异化定位，

密切与邻近其他景区的对接
互动。要在做大冬季冰雪旅
游的同时，加快发展夏季生态
避暑休闲旅游，实现从“一季
游”向“四季游”转变。二要在
打造“两座金山银山”上发挥
示范作用。引进大型旅游综
合体，提升旅游产业层次。举
办大型冰雪体育赛事，开展群
众性冰雪活动，打造世界知名
冰雪运动基地。充分彰显文
化特色，不断提升旅游魅力。
三要加快完善基础设施。适
应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形势，不
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切实提
高景区承载力。“吃”上可依托
我省绿色食品资源，统一标
准，突出特色，建设绿色餐饮
基地。“住”上要努力提高接待

能力，游玩项目摆放在景区
内，宾馆、酒店建到景区外，留
出更多发展空间。“行”上要加
快推进高铁、机场、公路建设，
加强不同交通设施间的衔接，
构建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
四要做好旅游产品深度开
发。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
就能兴产业，兴产业就要有好
产品。要增加有效产品供给，
以多样化产品满足游客多样
化需求，拉动旅游消费，推动
经济发展。要优化服务质量，
提高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游客
满意度。

省及哈尔滨市领导张雨
浦、宋希斌，省森工总局和省
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
参加调研。

王宪魁在亚布力调研时强调

统筹谋划布局强化项目支撑打造金山银山
提升竞争优势引领全省旅游产业加快发展

本报3日讯（记者李晶琳）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 3日发布，2017年春节黄金周
期间，“冰雪之冠”黑龙江厚积薄发，以央
视春晚为核心抢占传播平台制高点，把
冰雪旅游转化成文化软实力，掀起“龙江
冰雪过大年”旅游热潮，7天累计接待国
内 游 客 1009.4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0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20.47亿元，
同比增长 12.11%。

根据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提
供数据显示，省旅游委 3 日同期发布，
2016年我省实现全年接待游客1.45亿人

次，同比增长11.27%；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1603.27亿元，同比增长 17.76%。其中国
内游客 1.44亿人次，旅游收入 1572.86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1.25%和17.64%。

据悉，得益于春晚效应持续发酵，
“龙江冰雪过大年”成为春节旅游时尚。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亚布力—雪乡这条
精品线路旅游火爆，尤其是冰雪大世界，
成为今冬国内最火爆的旅游景点。“中国
雪乡”营造的东北独特欢乐气氛吸引了
央视的重点关注。此外，到北极村与圣
诞老人一起坐雪橇，到齐齐哈尔观雪鹤、

打冰球，到伊春林海穿越、滑雪狩猎，到
镜泊湖看冰瀑、赛冰上龙舟，到五大连池
泡温泉打雪地高尔夫，全省精彩纷呈的
冰雪精品活动，让海内外宾朋来黑龙江
过冰雪大年成为一种时尚。

黑龙江春节旅游热中温泉特色凸
显，温泉景区收入占黄金周大庆市旅游
总收入的 77%。五大连池风景区火山地
磁温矿泉度假成为不少五大连池市民和
周边游客的首选，以矿泉养生为主推产
品的温泉国际酒店，吸引了大量周边客
源地自驾车游客，甚至一房难求。

龙江冰雪耀神州
春节黄金周我省实现接待国内游客和国内旅游收入双增长

本报讯（李志达 记者曲静）记者从省
商务厅获悉，2016年，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
实现 1954.8亿元，同比增长 13.7%；网络零
售额 148.1亿元，同比增长 23.5%。我省自
建电商平台达到 145个，在淘宝网、京东商
城等国内主要电商平台开设了 44 个地方
馆、开设各类店铺 4万余家，全省网商数量
达 10.18 万家。截至 2016 年末，全省建成
电子商务产业园 32个，其中国家级电子商
务示范基地 4个，入驻企业 1368家。21个
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成县域经济中心
15个、物流配送中心 15个。

在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中，跨境电商成
为最大亮点。2016年，我省建设跨境电商平
台19个，涵盖了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的商
品销售、物流、支付、贸易撮合和综合服务等
业务范围。与国内外跨境电商企业合作，共
同建设了跨境贸易撮合服务平台、跨境物流
平台、跨境支付平台。培育了 365商城、中
机网、迈远索菲尔、俄速通、东宁达俄通、绥
易通、俄品多等一批本土跨境电商平台。

跨境电商通道建设步伐加快。先后开
辟了对俄跨境电商航空、陆路货运大通道、
哈欧和哈俄货运班列。2016年，共计发寄
对俄国际邮包948.84万件，货重2410.19吨，
货值近2亿美元。其中，哈尔滨——叶卡捷
琳堡货运包机和哈尔滨——新西伯利亚、哈
尔滨——叶卡捷琳堡客货混载方式发寄对
俄国际邮政小包 878.14 万件，同比增长
12.98%，货重 2182.09吨，货值 1.75亿美元，
同比增长 58.46%；通过绥芬河、黑河陆路运
输方式发寄对俄国际邮政包裹70.7万件，货
重 228 吨。2016 年，哈欧班列发运 101 班
列、2474标箱，货值 2.09亿美元，分别比上
年同期增长 71.18%、98.55%和 67.2%；哈俄
班列已实现“周周发”常态化运营，2016年
共发运4234标箱，货值5614万美元。

全省跨境电商服务能力也显著提升。
黑龙江电子口岸开通运行，绥芬河市开发
建设了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公共
服务平台、综合服务平台，并实现“三台联
通”；哈尔滨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
台建成并上线运行。哈尔滨银行打造“中
俄跨境电子商务在线支付平台”，开展境外国际卡线上支付收单
和俄罗斯境内电子钱包、支付终端机、移动支付业务，为黑龙江
省对俄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跨境电商示范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哈尔滨、大庆
被国家发改委批准成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哈尔滨、牡丹
江、绥芬河被海关总署批准成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
市；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绥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大庆电子
商务产业园、牡丹江经济开发区电子商务企业园被商务部批准
成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黑龙江赛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黑
河中机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俄速通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等对俄跨境电子商务和物流企业先后被商务部批准成为商务
部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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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日讯（记者杨宁
舒）今年除夕，龙江冰雪首
次亮相央视春晚，如梦似幻
的冰雪舞台，惊险奇绝的冰
上杂技，热烈炫目的北方民
族风情冰上舞蹈，名将领衔
的世界花样滑冰表演……
短短 11 分钟节目的精彩呈
现，令人耳目一新，惊艳了
世界。3 日，由黑龙江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的“冰雪春晚
上央视”座谈会在黑龙江日
报社召开，来自省委宣传

部、省直文艺院团的业内人
士，与来自省社科院、黑龙
江大学等文化界专家学者
汇聚一堂，对“冰雪春晚”
行云流水一般的艺术呈现
进行了高度评价，同时就如
何扩大春晚“后效应”，借
势造势，推动我省冰雪旅游
文化产业走向高端与精深
等方面的话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作为春晚历史上纬度最
高、温度最低的分会场，哈尔

滨搭建了春晚史上独一无二
的冰舞台，体现中华传统文
化的天坛祈福景观玲珑剔
透，极具视觉冲击力。专家
们认为，冰雪是大自然的馈
赠，也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
象征。哈尔滨分会场奉上的
冰雪春晚，无论是清新梦幻
的色彩，还是新颖独特的节
目，都令人耳目一新，高雅脱
俗。晚会总体把握非常到
位，优美流畅，把人类不畏严
寒、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浪

漫情怀和乐观精神演绎得淋
漓尽至，树立了黑龙江冰雪
人文形象。特别是冰雪文化
与高科技的完美结合，让观
众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展
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以科技
创新为起点，奋发向上的新
面貌。

“冰雪春晚”在亿万观
众面前交了一份满意答卷，
如何让其“后效应”持续发
酵，成为黑龙江冰雪旅游文
化产业的“助推剂”？为此，

专家们献计献策，提出了我
省的冰雪产业不仅要做强
做大，更要做精做细；将冰
雪文化与时尚生活方式紧
密结合，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点等建议。习总书记提出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为我省绿色生态文明建设
指明了方向。为此，专家们
提出，虽然黑龙江发展冰雪
旅游文化历史悠久，但目前
冰雪旅游和娱乐并非一家
独大，吉林、辽宁、新疆、内

蒙 古 等 地 也 搞 得 红 红 火
火。为此，我省面临各方面
的挑战，应在服务环境上多
下功夫。同时注重可持续
性发展，从文化创新、冰雪
与高科技结合上寻找突破
口，加大品牌扶持力度，让
冰雪产业向“四季化”方向
发展。但无论如何发展，都
不能以破坏自然资源为代
价，要把我省生态文明的优
势放在首位，保护与利用有
机结合。

本报召开“冰雪春晚上央视”座谈会

让春晚“后效应”推动冰雪旅游文化走向精深

□文/摄 刘丽丽
本报记者 马一梅 赵辉

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
喜气洋洋的对联窗花、锣鼓
喧天的秧歌表演、香气扑鼻
的林家饭菜……2 月 1 日农
历大年初五，走进柴河林业
局威虎山雪村，大山深处原
汁原味的东北小山村处处
洋溢着喜庆欢腾的气氛。

“帅哥，跟我们合张影
吧！”“帅哥，加个微信，等
我介绍朋友来坐你的马拉
爬犁。”

刚进村，就被头戴狗皮
帽、身穿羊皮袄的雪村“帅
小伙”郝运双吸引了。游
客们争相要坐他的马拉爬
犁畅游雪村。郝运双两匹
枣红马也换了新装，鲜艳
的大红绫系在胸前，身上

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声响，气
宇轩昂。

“坐稳了，开车了，驾驾
驾！”甩起马鞭，浓眉大眼、
阳光健壮的郝运双真的帅
气十足（如上图）。

家住柴河林业局卫星

林场的郝运双在木材停伐
前，冬季从事木材生产，夏
季干点零活，日子过的辛
苦却也有滋有味。近些
年，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和

“驴友”冬季到卫星林场赏
雪玩雪。 （下转第四版）

傍上旅游常青树的雪村“帅小伙”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王天月 记者衣
春翔）近日，林下经济二级博
士点学科专家论证会在东北
林业大学林下经济协同创新
中心召开。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全国首个林下经济博士点

在东林正式成立。
该博士点主要研究方向

为林下动植物资源高效培育、
食用菌资源抚育及利用、林下
资源活性成分及深加工利用。

东北林业大学 2013年就

将林下经济产业看作林业产
业转型的关键途径，特联合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林学
会等科研院所，共同组建“林
下经济协同创新中心”，主要
着眼林区发展需要，围绕林区

林下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产业
升级路径和林下经济完整产
业链构建等，开展体制改革与
协同创新。现已成立 18支协
同创新团队，汇聚国内林下经
济领域专家学者 200余人。

全国首个林下经济博士点在我省设立

□王冬 本报记者 刘亿服

2016年 11月 16日，一列满载着 50个集装箱优质玉米淀粉
的列车缓缓开动，富锦绿色产业园没有铁路专用线由此成为历
史。园区铁路专用线近期运送能力 220万吨，远期发运能力将
达到 500万吨。项目从建设到开通只用了短短 4个月，大大提前
了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的时间，也为企业后续拓展国内外市场
占得了先机。

在园区发展日渐舒展的新画卷中，铁路仅仅是亮眼的一
笔。自 2005年建设以来，产业园累计完成投资 24.41亿元。在
600公顷范围内已实现“五通一平”，还先后建成了配套完善的
基础设施，供水厂日供水能力达到 3万吨；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
水能力 2.5万吨；垃圾处理厂日处理垃圾能力 195吨。

曾连续 12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的富锦市，农业是
产业结构的大块头儿。围绕资源优势，富锦市建立绿色食品产
业园，将园区发展重点定位在“米、豆、肉、饮、酒、蔬”六大产业集
群，打造“黑土绿谷”，建成三江平原绿色食品加工中心和物流基
地，成为全省领先、国内外驰名的国际绿色食品产业园。

（下转第四版）

富锦绿色食品产业园

“黑土绿谷”强势崛起

除夕夜，龙江冰雪首次亮相央视春晚成吸睛焦点，各界人士热议——

厉害了，我的冰雪春晚！ 详见第三版

□杨洋 本报记者 闫一菲

民生无小事。省民政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
我省考察调研时提出的“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振兴
发展重要工作”的指示要求，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大
局，坚持兜实托牢社会救助底线，把改善民生与促进经济发
展有效衔接，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业供给侧改革，将养老服务
事业与产业统筹发展，培育候鸟旅居养老等养老产业新业
态，构筑龙江养老新格局。

以困难群众需求为导向，全面构建“9＋1”社会救助体
系，促进全省社会救助从分散救助向综合救助、从收入型贫
困救助向支出型贫困救助、从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的

“三个”转变。提标扩面，困难群众获得更多实惠。2016
年，共筹集和拨付省以上救助资金 87.15亿元，将全省城市
低保标准提高到 530元/月，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 3710元/
年，实现了城乡低保标准“十连增”。建立城乡统筹的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医疗救助全省住院救助最高封顶线达
8万元，重特大疾病单病种救助标准达 20万元，政策范围内
个人自负费用救助比例达 70%以上，全年救助困难群众 300
多万人次。不断完善临时救助制度，有效缓解了困难群众突
发性、临时性、紧迫性困难，全年救助困难群众 24.2万人次。

创新机制，精准救助促进公平。在严格执行社会救助
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机制基础上，2016年，我省全面建立了申请
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机制，出台了《黑龙江省申请救
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认定暂行办法》，省、市、县三级全部
完成核对机构设置。

低保与扶贫政策衔接，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出台了《黑
龙江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
接工作实施方案》，加强了低保与扶贫开发在标准、对象、程
序等方面的有效衔接；2016年省民政厅组织各地全面开展
为期 3个月的对象清理、识别和普查工作，对我省农村低保
对象进行全面清查。截至目前，全省有 31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纳入农村低保。 （下转第四版）

省民政厅

兜实底线增福祉
养老民生无小事

本报讯（记者宋晨曦）2016年，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收购国
家政策性粮食 3505.5万吨，为全省农民增收 100多亿元。全面
完成 135万吨转储玉米销售任务，政策性粮食拍卖、定向销售出
库 658.5万吨，积极公开挂牌收购中央储备轮入玉米和一次性储
备轮入玉米 165.4万吨。

2016年，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管理的中央事权粮食库存突
破 1.5亿吨，占用农发行贷款 3843亿元，全年支付贷款利息 150
亿元。为当地增加利息税、城建税等 10亿元，拨付给地方各类
收储库点收购费用、保管补贴 115亿元，有力支持了地方经济发
展。中央储备粮账实相符率 100%、等级合格率 100%、质量达标
率 96.6%、品质宜存率 99.1%。实施专项仓储设施维修改造项目
283个，总投资 2.9亿元。完成中央储备粮轮换计划 183万吨，计
划完成率 100%，控亏减亏 2.54亿元。

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

2016年购国家政策性
粮食3505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