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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薇 记者孙昊 高明）在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
过程中，镜泊湖景区依托优质资源与特色文化优势，构建“镜泊
湖+火山森林公园+环湖民宿+渤海古国”的“大镜泊”格局，围绕
夏季避暑康养、冬季戏雪赏冰盘活四季旅游，提升文化内涵，丰富
产品业态，深度挖掘镜泊湖的红色文化价值，充分展示镜泊湖红
色文化的魅力，讲好有品位、有深度的红色故事。

镜泊湖景区内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不仅极具代表性，而且反
映了吉东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深入挖掘、开
发、保护、利用镜泊湖旅游区内及周边的红色文化资源，发挥镜泊
湖景区青山绿水、冰天雪地的自然景观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两种
功能，既能贯彻落实牡丹江市委市政府关于打造“中国北方红色
文化之城”的有关精神，又能促进镜泊湖旅游发展。

镜泊湖是东北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场，东北抗日联

军的足迹遍布全湖。镜泊湖（莲花泡）连环战就是在这里打响，著
名的抗联将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第三方面军指挥“镜泊英雄”
陈翰章也牺牲在镜泊湖边，此外，东北抗联曾袭击过的镜泊湖水
电站、北湖头日商斋藤经营的高冈号木材作业所等激战地遗址也
是红色旅游资源。

日前，“镜泊湖抗联遗迹红色文化研讨会”在镜泊湖召开，来
自全国各地 37个高校、研究机构的 88位专家学者，就镜泊湖抗
联遗迹红色文化进行了为期一天的研讨。此次研讨会为镜泊
湖抗联遗迹红色文化研学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宣传镜泊湖抗
联文化，深入挖掘镜泊湖红色文化内涵，推动红色旅游与观光
旅游、文化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其他旅游产品相结合，形成以
红色旅游为主题、形式多样的复合型旅游产品和线路，增强镜
泊湖景区的吸引力、竞争力，助推景区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镜泊湖 宣传抗联文化打造红色旅游

盛夏时节，牡丹江市推出了 8大旅游产品，6条精品旅游
线路，以及 6大系列、15项主题节庆活动，持续引爆夏季旅游
市场。

今年，牡丹江市明确以“冰雪胜境·避暑天堂”为牡丹江市
旅游整体形象口号，以“北国之春”、“湖光之夏”、“多彩之秋”、

“浪漫之冬”为季节性主题口号，以塑造形象品牌、丰富产品供
给、突出季节特色、强化营销传播为指导思想，以传统民俗节
日为重要节点，以镜泊湖、中国雪乡等重点景区为主要载体，
依托资源要素，重整产品体系，以本地市场热潮吸引远程客源
市场，全方位构建牡丹江旅游市场新优势。

这个夏季牡丹江做足了“一江两湖”水文章，推出了镜泊
湿地避暑度假游、森林养生生态休闲游、渤海遗址历史文化
游、清凉嬉水亲子度假游、异国风情浪漫口岸游、美丽乡村休
闲娱乐游、熊虎之乡快乐探秘游、“不忘初心”追寻记忆红色游
等 8大旅游产品。推出徜徉百年老镇·寻访爽爽虎故乡科普探
秘游，享受清爽之夏·镜泊湖渔猎文化养生度假游，探访中俄
边城·异域风情游，原始森林·纯净呼吸·威虎山森林公园洗肺
养生游，远离城市喧嚣·雪城后花园周边游，送你一个清凉之
夏·欢乐戏水游等 6条精品旅游线路。

镜泊湖景区今年夏季围绕自然风光、文化体验、休闲度
假、特色线路等 4大类旅游产品，打造了 35个旅游项目；火山口
国家森林公园新推出萨满村落、火山探秘馆 2个旅游项目，其

中萨满村落以“河川祭”“八角鼓”“烟袋舞”“抢婚”等各类满族
原生态表演为主，让游客参与互动，体验满族传统习俗。此
外，火山口国家森林公园还推出慢游骑行、帐篷露营、野猪林
穿越等各种趣味体验项目及各式餐饮服务，丰富了旅游产品，
增加了互动性。

今夏该市围绕体育运动、户外运动、文化活动、国庆献礼、
民俗风情、特色美食等 6大系列，推出 15项主题节庆活动，通过
系列丰富活动的举办，达到“以节造势、以势聚客、以客促发
展”的目的。今年夏季为了加强文化与旅游的融合，还在全市
多个景区开展了文艺演出进景区活动，提升了景区的文化氛
围、聚集了人气。

牡丹江旅游部门还推出了穆棱市孤榆树东北抗联密
营教育基地、横道河子镇中东铁路机车库、杨子荣烈士纪
念馆、林口八女投江殉难遗址、东宁要塞、绥芬河中共六
大纪念馆、海林市（七里地）党史馆、宁安市马俊纪念馆等
8 大红色文化研学旅游目的地；慈蜂堂东北黑蜂故事馆、
红星森林有机牧场等 2 个工业研学旅游目的地；横道河子
东北虎林园、牡丹江黑宝熊乐园、宁安 IEC 智慧体验馆等 3
个科普研学旅游目的地。这些都持续的搅热了牡丹江市
旅游市场。2019 年上半年，全市旅游业总收入 44.93 亿元，
同比增长 21.95%；接待旅游总人数 612.61 万人次，同比增
长 24.07%。

产品“推陈出新”持续引爆夏季旅游市场

本报讯（曹烨 记者孙昊 高明）今年以来，海林市横道镇立
足长远，深化改革，开拓进取，为全镇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

深化改革，破解旅游发展瓶颈。为加快横道旅游发展升
级，海林市委成立横道河子文化旅游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由市
委书记、市长担任总指挥，协调统筹全市力量打造明星小镇。
为进一步激发横道文化旅游市场活力，着力盘活镇内油画村项
目，引进摄影家入驻，他们对油画村内闲置建筑进行改造升级，
增加文化交流场地，与黑河油画企业洽谈，计划建立合作项目，
引进俄罗斯油画，并定期更换展出。同时，他们还改造升级七
里地村红色教育基地，对原有红色旅游线路进行调整升级，投
入 417万元项目资金对入村道路进行改造，对本村服务人员进
行培训，全面提高服务水平。改造后的教育基地吸引了大批党
员干部前来开展活动，仅 7月就实现村集体收入 11万元。

加快建设，打造智慧旅游基础。该镇投入资金 50万元，在

原地税局大厅一楼打造 360平方米的横道河子智慧旅游集散
中心以及海林市全域旅游大数据运行中心。其中游客集散中
心安装高清大屏幕，滚动播放海林及横道河子宣传片，并配备
相关职能化查询机。集散中心内含旅游咨询，景区智能售票，
景区服务，集散等功能；全域旅游大数据运行中心将海林市所
有景区接入系统后，具备实时监控，大数据分析，舆情预警，视
频会议等功能。

加强宣传，丰富旅游发展业态。年初以来，央视印象乡村、
央视美丽乡村中国行等栏目纷纷宣传报道横道河子。随着影
响力不断扩大，该镇旅游业态发展也不断丰富，目前已吸引 3
家高端民宿、2家饮品店、1家酒庄入驻并完成建设，同时 2家中
高端酒店、3家大型农家院、2家民宿正在建设中。随着投资企
业的不断入驻，小镇商业服务水平也随之提高，可以满足游客
们的不同需求，使美丽的小镇更舒适、更吸引人。

横道河子老镇焕发新活力

周末游牡丹江“四鲜”等你尝
□张树永 唐敏秋 本报记者 孙昊

盛夏时节，在牡丹江的各大旅游景点处处是游人如织
的场景，细心的游客会发现，不仅景区品质有了提升，旅游
服务方面也有了提高。“空气新鲜、餐饮鲜美、人文‘鲜’活、
景致‘鲜’丽，周末游龙江‘鲜’到牡丹江”正在成为游客最温
馨的体验。

牡丹江市紧紧围绕打造“国际冰雪休闲城市与北国风光
生态旅游胜地”，叫响“冰雪胜境，避暑天堂，——中国牡丹
江”旅游品牌，提高旅游业对GDP以及国民收入的带动能力，
将旅游产业培育成全市经济转型升级重要推动力和提升人
民群众品质生活的幸福产业。从而实现旅游产业由粗放发
展型向集约高效型转变、由门票经济型向综合消费型转变、
由单体建设型向全域优化型转变，进一步实现旅游产业做
大、景区景点做强、旅游服务升级、游客游玩提档，力争到
2021年，全市年接待游客达到2900万人次以上，年旅游总收
入达到260亿元以上。

素有“塞北江南”美誉的牡丹江市，旅游资源富集，稀缺程
度比较高，品类、价值、品位特别是组合度在黑龙江省排在前
列。文化资源丰富、红色旅游资源众多，临俄近海区位优势也
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全国八大类旅游资源在该市
均有分布，明确的 155个旅游资源基本类型中，牡丹江质量比
较高的有 109个，呈现“湖、边、林、俗、雪、特、红”七大特色，其
中，国家 4A、5A级景区 15个，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 26个，镜泊湖、中国雪乡、渤海国遗址等世界
级旅游资源 17个。

经过多年积淀，牡丹江已经培育起“镜泊胜景”“中国雪
乡”“林海雪原”“百年口岸”等一批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景区
知名度较高。该市先后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
百强城市等称号，是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创始会员城市，被国
家旅游部门命名为中国主要冰雪旅游城市、国家智慧旅游试
点城市。黑龙江省第四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 2021年在
牡丹江市举办，这也将极大地促进全市的旅游发展。

旅游是牡丹江沿边开放、生态旅游、特色农业、历史文化
四个比较优势之一，无论是在产业支撑还是就业拉动方面，都
有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 5月 30日，该市召开了
全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大会，出台了《牡丹江市全域旅游发展
规 划（2019-2025 年）》《牡 丹 江 市 冰 雪 旅 游 专 项 规 划
（2019-2025 年）》及《牡丹江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方案
（2019-2021年）》并确定了发展思路，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为牵动，全面启动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
依托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两大核心优势，深入实施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推进年、攻坚年、突破年三步走战略，以“一核两带四
区”为重要支撑，推动旅游规划、品牌、产品、项目、营销、服务、
基础设施同步提升。确立了“立足打造东北亚冰雪旅游与休
闲康养目的地”，重点推进“一核两带四区”建设的发展定位。
一核即：牡丹江城市休闲与集散服务核。两带即：牡丹江休闲
度假带、中俄国际旅游合作带。四区即：镜泊胜景度假区、林
海雪原度假区、边境风情旅游区和生态康养旅游区。同时，立
足规划的执行和落实，明确了“1236”全域旅游项目支撑体系，
努力为三年打造 260亿级高效旅游产业提供抓手和保障。

年初以来，该市旅游部门先后赴北京、上海、重庆、秦皇岛
等地进行专题推介。利用各类媒体资源对旅游产品及重点景
区进行重点推介。强化市场服务，市旅游集散中心建成使用，
开通牡丹江到雪乡和镜泊湖两条直通车旅游线路。统一公开

“12345”旅游投诉举报电话，设立旅游诚信基金，实现“投诉先
赔付、放心游龙江”。创新推出“好韵牡丹江”系列活动，先后
举办镜泊湖国际冰跑挑战赛、“虎哥、虎妞”带你来把秧歌扭、

“迎春踏雪·穿万年火山”重走抗联路户外千人徒步、“塞北江
南春来早”东宁小江南之春旅游月和“中国旅游日”、中俄地方

“手拉手”等节庆活动，海林还举行了文化旅游“大篷车”推介
活动，绥芬河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俄旅游系列文化活动。实
现了搅热旅游市场与繁荣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双赢。

做好顶层设计
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旅游业作为综合性产业，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独特优
势，为此，牡丹江市产业发展计划中把“旅游+”作为优先发展
的重点产业，主要目的是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好

“旅游+康养”文章。发挥该市绿色食品、北药、森林、湖泊等资
源优势，支持文化产业园、健康休闲产业园等旅游跨界项目发
展，吸引更多游客到该市南病北治、旅居养老、休闲养生。做好

“旅游+文化”文章。深度挖掘最具影响力的“一书一戏一都一
路”的文化价值（《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渤海国遗址和中
东铁路），赋予旅游景区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充分展示

“红色文化之城”的魅力，为旅游转型升级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
涵。做好“旅游+体育”文章。以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结
合我省打造“3亿人上冰雪”核心区，重点发展冰雪运动，用“冷
资源”引发“热效应”。做好“旅游+农业”文章。满足城市游客

“回归田园”“亲近自然”的向往，建设富有关东风情和民族特色
的民俗民宿旅游设施，使乡村旅游成为城乡互动双赢、农业旅

游互促的新亮点。
在旅游业发展上以《三年行动方案》为抓手，重点实现产业

格局、龙头景区发展、产业融合、项目建设、基础设施、营销推
广、保障机制等七个新提升。

在“一核”建设上，重点完善牡丹江市区旅游集散、滨江
休闲、生态休憩、综合服务四大功能，以一批短线产品为带
动，增强牡丹江近郊旅游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在“两带四
区”建设上，重点发挥镜泊湖、雪乡和百年口岸、威虎山、横
道河子等重点景区带动效益，围绕“赏镜泊盛景、穿林海雪
原、乐冰雪奇趣、品民俗文化、思红色记忆、寻俄式风情”六
大旅游品牌，加快推出一批主题型、增值型精品旅游线路，
加快形成带动发展和规模发展的有利态势。同时，优化全
域旅游产品时间布局，以“春季赏花、夏季游湖、秋季观山、
冬季玩雪”为主线，推进特色化包装，打造牡丹江全季节旅
游重点产品系列。

旅游业“内外兼修”全力打造四季旅游城市

春季镜泊湖熔岩台地上的花海。

风景秀美的三道关森林公园。

镜泊湖吊水楼瀑布。

位于横道河子的中东铁路博物馆。 曹烨 本报记者 高明摄

本报讯（林璐璐 付文军 记者孙昊 高明）宁安市渤海镇小
朱家村背倚火山熔岩台地，面临牡丹江，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优势。近年来，他们抢抓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战略机
遇，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成为闻名遐迩的世外桃源。今年，
小朱家村入选“中国乡村旅游重点示范村”、“龙泉岛度假村”入
选黑龙江省精品民宿。全国选出 70个美丽乡村录制专题片为
祖国70华诞庆生，小朱家村有幸被选中为70村之一。

站在小朱家村渡口，放眼望去，远处的青山，近处的绿水，雄

伟的花岗岩村门矗立在对岸，成群的水鸟在江面上捉鱼觅食，犹
如一幅精美的水墨丹青。近年来，他们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创办

“渔猎文化节”，展示传统民俗文化，每届吸引近万名游客争相前
往；建设熔岩台地稻田观光主题公园，在熔岩台地上建起观光台、
水车、玻璃栈道、木栈道和观光长廊，让更多游客切身感受“中国
火山岩稻米”的生长环境和万年熔岩台地奇观；吸引国内外的中
小学生前来感受美丽乡村，进行农事体验、地质科考等研学旅行。

生态环保的小朱家村。 张宁宁 本报记者 高明摄

小朱家 乡村旅游火起来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牡丹江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