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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小长假，牡丹江市精心设计推出 4 条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东线：穆棱市东北野战军重炮三团纪念馆—穆棱
市孤榆树东北抗联密营地纪念馆—绥芬河秘密交通线
纪念馆—绥芬河中东铁路记忆馆—嘎丽娅纪念馆—东
宁要塞。

南线：宁安马骏纪念馆—张闻天工作室旧址纪念
馆—原动力展馆—镜泊湖连环战遗址。

西线：海林杨子荣烈士陵园—林海雪原·夹皮沟红
色主题景区—横道河子镇—七里地村。

市区：牡丹江市博物馆和烈士纪念馆—八女投江
群雕—人民空军起飞地纪念馆—牡丹江北山革命烈士
纪念碑。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雪地

东一中俄风情街项目是牡丹江市承办第
四届全省旅发大会的重点观摩项目，东安区
围绕“道、门、亭”特色化建设，加大业态调整，
加强异域产品、本土特色产品的供给，努力实
现街区形象与功能同步提升，成为域外游客
的“打卡之地”。

目前，项目进展如何？8日，记者在东一
中俄风情街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两大段长长
的黄色围挡分别从七星街延伸至景福街、从
景福街延伸至日照街。虽然下着小雨，围挡
内一台机器仍在挖掘地面，施工人员戴着安
全帽正在对路面进行铺装施工。

记者在景福街的建设指挥部找到了承接
东一中俄风情街项目的省交投集团工程经理
刘俭。他指着设计图告诉记者，本次建设总
体规划是从光华街至平安街 640延长米区域
内，建设内容包括城市宣传栏、驿站亭、灯火
牡丹灯光雕塑、东一中俄风情街雕塑、地面景
观、商亭、长廊座椅、套娃广场等。6月 30日
之前完成所有建设项目施工。

本次建设施工设计也有很多亮点，比如
说即将建成的东一中俄风情街将会是白天+夜
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道路两边有 4米高欧式
路灯，夜晚映射出的灯光美轮美奂。“地面上的
地花将由四大部分组成：如日东方、慧眼识珠、

花开富贵、四海八方。造型方面有时空隧道、
灯火牡丹、日出东方等，其中灯火牡丹贯径 7.2
米，高 14米，下面是 2米的LED曲线屏，动感实
时变更画面。代表俄罗斯风情的套娃广场由 3
个套娃组成，最高的一个 4.5米高，是套娃妈
妈，她的两个孩子1.8米高。”刘俭说。

据介绍，东一中俄风情街项目总投资
2000 万元。按照“一轴三段五景十一纵”布
局，由南至北规划“中俄不夜商街”“中俄艺术
风情街”“中俄文化老街”三段特色街区。

据东安区文旅局局长、区旅发办副主任

田成明介绍，东一中俄风情街围绕文商旅融
合发展布局，加大文化赋能消费，让游客“慢
下来”“留下来”“住下来”，打造“文化+”网红
街区，实现全时段消费业态布局。

在没有围挡阻碍的步行街上，依然人流
如织，卖鲜花、卖小吃的摊位也是一个挨着一
个，下雨天也没有减少人们出行的热情。记
者随机走访了几家围挡附近的商户。一位快
餐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围挡有点影响生
意，但是好在影响不是很大。再说改造好了
以后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客流。”

“希望修建好的风情街上的商亭越来越
规范，整齐划一。”一位市民对正在修建的风
情街还提出了建议。就像采访中市民说的那
样，“东一步行街承载了我们多年的感情，这
里有我们的足迹，我们对即将建成的东一中
俄风情街充满期待。”

6月30日前完工

东一中俄风情街 将成打卡地
3日，林口县农民正在紧张春耕生产。牡丹江市抓住 4月

下旬至 5月初气温逐渐上升、光照时间比较长的有利时机，农
业部门积极做好服务，指导广大农民积极推进春耕生产。截至
5月 6日，全市旱田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 541万亩，已完成计划
播种总面积的53.9%。全市主要粮食作物除了水稻插秧受气温
的制约目前尚未开始，大豆、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播种进度都
比较快。其中，全市小麦已播种 1.34万亩，完成计划播种面积
的100%；全市薯类作物播种面积达到29.9万亩，已完成计划播
种面积的99%。 孙岩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明摄

抢抓农时促春耕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刘晓云 高明）在牡丹
江，水电气过户，不用再东奔
西跑，只要在一个窗口就可以
搞定……记者从牡丹江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获悉，不动产登
记已与水、电、气、供暖联动办
理、同步过户，实现“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牡丹江市聚焦群众办事堵点、
痛点、难点问题，将党史学习
教育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服务环境等工作相结
合。

以往，市民购买二手房在
办理完不动产登记后，还需办
理水、电、燃气、供暖等过户手
续，要跑多个办事窗口，一些
资料需多次提交。

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当好
服务群众的“店小二”？整合
优化要件手续，最大程度减少
要件、缩减环节。牡丹江市推
出“不动产登记+水、电、气、供
暖”一体化服务新举措，形成 5
部门“资料共享互认、优化业
务流程、精简申请材料、服务
高效便捷”的联办机制。此次
便民化服务以“减环节、减材
料”为目标，整合各部门审批
办理环节，用“数据跑路”代替

“群众跑腿”，提升了市民办事
的便利度，提高了政务服务效
能。

据了解，该项便民化服务
由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牵

头，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市
自来水、供电、供暖、燃气等部
门协同合作，现已全面开展不
动产登记与水、电、气、供暖联
动办理、同步过户，实现“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

根据新的措施，市民办理
水电气过户可一次取号、一个
窗口办多项业务，省去了“东
跑西颠”的各种麻烦。

在牡丹江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工作人员王尚先为记者
讲解了“一窗”搞定的流程。

“在这里办理房屋交易过
户的同时，工作人员会提示申
请方：‘您是否要办水电热气
的同步过户？’同意之后我们
会提供给他们一个申请表，也
就是知情承诺书。他们把身
份证件信息、联系方式、房屋
的位置、房产图号及要过户的
水暖电气的信息等一一填全，
之后交给工作人员。”

填完“不动产存量房转移
登记与水、电、气、暖联动过户
申请及知情承诺书”上的相关
信息，买卖双方在工作人员的
见证下签字后，就可以办理过
户手续了。

“办理完的同时，我们要
把这个表单和这个档案，移交
给营商局，营商局与水暖电气
的相关单位，进行一一沟通。
这样就不用买卖双方再提供
给其他部门的任何手续。实
现了只进一门、只进一窗、老
百姓只跑一次。”王尚先说。

水电气暖过户“一窗”搞定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高明）记者从牡丹江市
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 168.9亿元，同
比增长 15%，省内排名第三。
其他主要经济指标速度均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增幅、位次、
质量均创近年最好水平，实现
了“十四五”强势开局和首季
高质量“开门红”。

一季度，牡丹江市农稳牧
兴渔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19.4亿元，同比增长 5.6%，

两年平均增长 2.1%，比 2019
年增长 4%；全域多行多企增
长，工业生产加快恢复，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21.1%。全市五区六县工
业增加值增速均达到两位数
增长；服务业稳定恢复、发展
向好趋势明显，其中交通运输
仓储邮政业、营利性服务业、
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增加值同
比分别增长 19.3% 、41.1% 、
9.8%和 2.2%，两年平均分别
增长 0.3%、14%、7.2%和 2.3%。

首季完成生产总值
168.9亿元

本报讯（尚余全 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张雪地）日
前，牡丹江市启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百部万
场优秀电影展映”活动，100
部 10000 余场优秀国产电影
将面向广大农民群众展映，向
党的 100岁生日献礼。

活动以“永远跟党走，启
航新征程”为主题，从今年 4

月末至 10月末利用六个月的
时间，在全市 10 个县（市）区
56 个乡镇 887 个行政村全面
开展优秀电影公益展映活动，
计划放映 10644 场。牡丹江
市目前已组建 88支电影流动
放映队，年放映量超万场，连
续五届荣获“全国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万余场优秀电影
将送到田间地头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张雪地）牡丹江市第一
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39.6%，增幅较去年一
季度提高 63.1个百分点、较全
省平均水平高 4个百分点，增
幅位居全省第二位，实现首季
开门红。

年初以来，牡丹江市通过
开展年货送到家、网上年货节、

“新春年货大集”、节日主题促
销等活动，多措并举活跃消费

品市场。从今年一季度全市
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看，住宿
餐饮行业加速恢复增长，全市
住宿餐饮业餐饮零售额同比
增长 87.5%，增幅高于批发零
售业商品零售额 50个百分点；
限上企业拉动作用进一步增
强，全市限上企业零售额同比
增长 63.7%，增幅高于限下单
位零售额 29.7个百分点；各县
（市）区社零额平稳增长，增幅
在 22.5%至 51.2%之间。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实现首季开门红

依托承办全省第四届旅发大会契机

牡丹江 以“红”为魂 打好“红色牌”
□文/摄 张树永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云 高明

牡丹江市依托承办全省第四届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的有利契机，推动红色文化遗存资源开发
利用，打好“红色牌”，以“红”为魂，文旅结合，打造
出具有牡丹江地域特色的“红色旅游之路”。

七里地村抗联广场改造现场。

5月 1日下午 3时，宁安市马骏纪念馆门口仍是
客流络绎不绝。游客在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引导下
有序排队入馆。“前段时间看了讲述我党革命先驱马
骏烈士的电影《青春之骏》，就想来宁安看一看。”来
自牡丹江的韩大爷是名退休的老党员，特意趁着假
期让孩子开车过来参观。

和韩大爷一样，今年“五一”假期，红色旅游成为
许多游客的出行首选。

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稳步推进，又正值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红色旅游线路受到游客
热捧。今年“五一”，牡丹江市精心设计推出 4条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让游客在参观学习、缅怀先烈事迹
中接受心灵洗礼。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
49.2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01亿元。其中，红色
旅游日渐蓬勃，已经成为游客心中的打卡圣地。

为了让红色旅游更具体验感，牡丹江在已有的
品牌线路外，特别推出沉浸式红色教育主题新线路，
游客换上抗联军服、听抗联故事、走抗联路，在情景
再现中感受抗联精神。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红色展馆和纪念地的新
客源。马骏纪念馆馆长关微观察到，今年的游客群
体同以往相比有了明显变化。“以往是老年游客、单
位团队居多，现在是年轻游客、家庭团队占据了大
半。”关微说，这个假期有不少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来
感受红色文化、接受红色教育、感受榜样力量。

“五一”期间，杨子荣烈士纪念馆、马骏纪念馆、
东宁要塞、八女投江殉难地纪念馆等红色展馆吸引
了年轻群体前来参观。市文旅局数据显示，红色旅
游出游人群中 40岁以下人群占比超过 80%。越来
越多的年轻一代走进红色场馆，了解红色家底，感悟
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游受追捧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较早建立组织并开展活动的
地区之一，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存和资源极其富集，既有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女投江纪念地，也有东北解放战争时
期的威虎山剿匪纪念地、杨子荣烈士陵园，还有与我党历
史上重要人物有密切关联的马骏故居、张闻天工作室等。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
承好”已经列入牡丹江市委市政府工作计划，确立了“以
保护促传承、以开发促发展”工作主基调，拟通过系统性
的提升和打造，努力把革命文化资源变成红色教育的精
神堡垒，旅游开发的精品项目，文化传承的最佳载体。

经过持续的开发建设，牡丹江市革命烈士纪念馆、江
滨公园八女投江群雕、宁安市马骏烈士旧居、张闻天工作
室、林口八女投江纪念园、海林杨子荣烈士陵园、东宁要
塞和东宁博物馆等 8处场所已成为该市红色旅游必到精
品景点，红色文化旅游的社会关注度、群众参与度和市场
美誉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强化资源保护，让红色革命文化永续传承。牡丹江
市 2019年底启动了红色文化遗存的立法工作。2020年 9
月 23日，经牡丹江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2020年 12月 24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查批准《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存保
护利用条例》，并于 2021年 3月 1日正式施行。该条例的
出台，有利于保护牡丹江市红色文化资源，擦亮红色文化
品牌，促进红色革命文化的规范、有序和永续传播。

推进红色文化资源有序开发。牡丹江市借助一批红
色旅游景观也是文保单位的有利条件，先后争取资金启
动建设了中东铁路建筑群保护、东宁要塞修缮保护、八女
投江殉难地改造提升、绥芬河红色国际通道遗址保护等
一批工程，实现了保护文物与促进旅游的互促双赢发展，
吸引了国内高端影视拍摄团队到牡丹江拍摄红色影片和
电视剧，成了该市红色文化旅游的重要“打卡地”，绽放出
了旺盛的“红色的活力”和独特的“红色的魅力”。据悉，
相关方面先后在该市拍摄了 3D 影片《智取威虎山》、68
集电视剧《林海雪原》、《镜泊湖的枪声》、《悬崖之上》和
《跨过鸭绿江》等十余部著名影视剧。

留住红色记忆

5月 9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穆棱市下城子
镇的孤榆树东北抗联密营地教育基地提升项目
现场，该项目已列入第四届全省旅发大会观摩
项目。

由于连日来下雨，原本繁忙的工地有些冷
清，不过仍有工人在抓紧时间干活。孤榆树村
党支部书记齐晓东表示：“除了山上的密营（地窨
子）外，主体房屋马上要封顶了。改造完了，穆棱
市抗联时期革命活动在这里都能展示出来。”

项目依托孤榆树东北抗联密营地教育基地
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功能完备、特色突出的红色
主题村落。“旅游业态也增加了很多，我们利用
村民的闲置房屋新改造了 9 个民宿，标准挺
高。加上原有的一些民宿，到时候配合特色餐
饮什么的，接待能力提升很大。”齐晓东说。

第四届全省旅发大会承办工作已进入倒计
时，牡丹江市上下增强“抢”的意识、“赶”的劲
头，抢进度、保质量、重安全，确保旅发大会重点
项目建设有序有效推进。

在另一个旅发大会观摩点的海林市七里地
村，抗联广场形象墙主体完工，这周开始中共海
林党史馆内部建设。“内部原有布置已经全部撤
出，正在收集展品。”项目负责人表示，“现在主
要是抓紧周边广场等配套工程。这几天一直在
下雨，进度慢了一些。”

“在今年的第四届全省旅发大会承办工作
中，我市将丰富而独特的红色文化遗存资源有
机融入各条观摩线路，届时势必将引发新一轮
红色旅游热潮。”牡丹江市文旅局局长惠金山
说。

牡丹江市借承办全省第四届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的有利契机，在提升红色文旅资源品质上
做文章，深入实施杨子荣烈士陵园和七里地第
一党支部诞生地等改造提升工程。在打造红色
文旅产品上下功夫，全力建设东北老航校人民
空军起飞地、孤榆树抗联教育基地和红花岭东
北抗联主题小镇等红色旅游新项目。

“我们在推出红色精品旅游线路上出实招，
围绕抗联、剿匪等红色文化主题，设计多条研学
游、体验游线路。在弘扬红色文化上求突破，积
极谋划《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两部戏景区植
入工作，探索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新
途径、新方法。”惠金山说。

用好红色资源

小 贴 士小 贴 士

“五一”期间游客在牡丹江市红色展馆参观。

孤榆树东北抗联密营地教育基地提升项目现场。

施工现场。 套娃广场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