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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韩丽
平）到 2021年年底，初步建立“三区一港”
政策联动体系；到 2022年，“三区一港”产
业协作体系初步形成；到2025年，“三区一
港”联动机制进入常态化运行……近日，哈
尔滨市商务局起草了《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哈
尔滨综合保税区、哈尔滨临空经济区、哈尔滨
内陆港联动发展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方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方案》指出，要以体制机制创新、制度
联动创新、开放平台对接、产业联动互动为
主线，建立健全“三区一港”联动发展机制
和保障体系，为哈市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开
放注入强劲动力，将哈尔滨打造成东北全
方位振兴的增长极和示范区。

破解企业跨区域发展桎梏
《方案》指出，到 2021年年底，完成新

型商事注册登记制度探索、探索创新海关
统计机制、创建政企共建通用厂房机制工
作。借鉴深圳前海经验，在自贸区哈尔滨
片区（新区）建立“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分
离”的商事登记制度，在自贸区哈尔滨片区
（新区）设立商秘公司，接受需要在临空经
济区和综保区实地经营的企业托管挂靠虚
拟注册。

同时，在创建政企共建通用厂房机制
上，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优势吸引企业入驻，
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低成本扩张和低成本
转化，推动中小微企业规范化、园区化发
展。

复制推广改革创新成果
《方案》指出，2021年年底完成第一批

10项改革创新成果的复制推广。在法律
法规允许范围内，分批在“三区一港”同

步复制并落地自贸区哈尔滨片区（新区）
推出的各领域改革创新举措；“三区一
港”内改革创新成果均同步实施并计入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改革创新成果经验；
复制落地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果。

其中，在 2021 年年底完成区外保税
展示交易、落地冰鲜水产品两段准入监
管复制推广工作。区外保税展示交易模
式是指经主管海关批准，在保税区外搭
建的集批发、展示、零售为一体的保税商
品展示交易平台。此模式可大大提高海
外商品配送效率，降低企业运作成本。
冰鲜水产品两段准入监管模式是指在作
业场所整合后，冰鲜水产品进境之后可
在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内一站式办理申
报、查验、取样、放行等海关手续。在保
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评估风险后创新
实施“准许入境＋合格入市”的两段准入

监管模式。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方案》指出，要合力打通“陆港”“空

港”现有阻滞，研究哈尔滨国际物流内陆港
建设工作，在哈尔滨综合保税区与国际集
装箱中心站间的物流规划用地建设哈尔滨
国际物流内陆港，使哈尔滨综保区、哈尔滨
国际物流内陆港、集装箱中心站形成一体，
构成兼具公铁联运、铁海联运、国际联运、
仓储保税等功能的多式联运综合国际物流
基地，同时解决中心站与综保区间最后一
公里问题。

同时，推进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科学规划和加紧推动 5G布局
建设，实现“三区一港”5G 网络全覆盖，
以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制造业产业升
级。

“三区一港”联动发展 打造振兴增长极

在草坪上来一场CS大战，释放激情；参与
员工拓展活动，培养团队意识；乘游船赏湿地美
景，观水鸟翔集；晚间意犹未尽，再来一场篝火
晚会……连日来，在滨江湿地景区，游人体验各
种旅游产品，享受农家饭菜的醇香。

滨江湿地只是哈尔滨市夏季湿地游的点位之
一。哈尔滨湿地节近日开幕后，哈市旅游部门推
出以“一带五点”为主线的产品，即“松花江”一带，
带动滨江湿地、一湖三岛、伏尔加庄园、白鱼泡湿
地等五大湿地板块，吸引游人融入自然美景。

记者从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
哈尔滨湿地节是“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文旅活
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今年，“迷人的哈尔
滨之夏”文化旅游活动还特别推出“十里松江·
万种风情”畅游松花江主题产品。在群力德嘉
码头至道外头道街广场之间的十里松花江畔，
旅游部门设计“潮尚·松花江”“音乐·松花江”

“动感·松花江”三个主题、7个沿江点位的创意
表演内容，打造系列网红景点，在 6月至 9月期
间每天开展面向游客的常态化游江活动。

据介绍，“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文化旅游活
动从 6月份开始，到“十一”黄金周结束。2021

“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文化旅游活动以“三个篇
章”承载三个季节，推出“浪漫春色”“夏日欢歌”

“缤纷秋韵”三个篇章，在各月连续推出湿地节、
啤酒节、哈夏音乐会、“多彩田园”乡村旅游文化
节、五花山赏秋节等活动。每个月，游人都将体
验到哈尔滨市文旅产品的精彩。
本版照片均由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摄

每月都有主题活动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樊金钢）记者从哈尔滨
市旅游部门获悉，7月12日，携
程发布《2021暑期旅游大数据
报告》。根据该《报告》，暑期十
大避暑城市榜单为：青海西宁、
贵州六盘水、黑龙江哈尔滨、山
东青岛、安徽黄山、河南信阳、
江苏连云港、浙江湖州、四川阿
坝、江西九江。

《报告》显示，今年暑期（7
月1日至8月31日）跟团游和
自由行订单较2020年同期增
长10倍以上。在跨省游恢复
将满一周年之际，暑期跨省游
订单量同比增长413％。

本地景区方面，自然风光
以及周边主题乐园类的景区也
吸引了大量异地游客的预定。
据介绍，截至7月上旬，黑龙江
最热门的本地景区为波塞冬
旅游度假区、哈尔滨极地馆、
龙沙动植物园、扎龙自然保护
区、东北虎林园、哈尔滨融创
乐园、北方森林动物园、松花
江观光索道、哈尼动物园、镜
泊湖风景区。

携程发布：
哈尔滨上榜暑期
十大避暑城市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

7 月初以来，随着张户东桥、张户北
桥、黄家南桥、黄家北桥等4座桥梁重建工
程完工投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裕强街道利民村村民的一块心病彻底祛除
了。走在宽敞、坚固的新桥上，村民的幸福
感油然倍增。

7月12日上午，走在张户北桥上，跟在
小孙子身后，利民村张户屯村民李淑霞很
安心。“去年过这座桥时，我得紧紧拽着孙
子的手，就怕他被破烂的桥面拌倒，或从旁
边的破围栏掉到水里。”李淑霞说，破损的
桥成了村民多年来的一块心病。

据悉，由于建设年代较久、超过使用年

限，加之当时设计标准低、建筑工艺粗糙等
原因，导致利民村内的 4座跨排涝沟桥梁
不同程度破损，已成危桥。尤其张户北桥
是哈尔滨新区第四学校 1800名学生上学
的必经之路，成为危桥后，校车只能绕行，
增加了其它道路通行压力。而黄家北桥则
是利民村黄家屯唯一出村通道，该村主要
经营苗木花卉，经常有运输苗木花卉的车
辆通行，成为危桥后，只能采取限高、限载
措施控制车辆通行，严重影响村屯发展经
济，当地群众反响强烈，迫切需要改造。

群众事无小事，新区政府高度重视，
2020年底责成区生态环境和水务局立即
启动桥梁重建工程，投资近500万元对4座
危桥进行重建。

“这个桥可解决了我们屯儿出行的大

问题了！”利民村黄家屯村民仲诚开心地
说。作为黄家屯村民出村唯一通道的黄家
北桥，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原来桥体很
低，一下大雨，水就能漫过桥面，村民出行
都得穿雨靴，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过桥很
不安，且桥体不稳，过大车非常危险。”仲诚
说，去年 6月被鉴定为危桥后，7月份该桥
便施行了限高，这给以苗木种植为生的村
民带来了极大不便。

“限高后，大车进不来，我们只能用自
家三轮子一车一车的倒腾苗木，装满一大
车最少得倒腾四五个小时，太不方便了，无
形中也增加了一些成本。”仲诚看着刚建成
的桥，满眼欢喜地说：“新桥看着就结实，不
仅宽了，还‘长’高了很多。”据悉，黄家北桥
原旧桥桥面几乎和地面持平，改建后，抬高

了一米半左右。
“这次重建，我们将4座桥全部由原来

的4米宽增加到7.2米，大大提高了桥的承
载能力。”哈尔滨新区生态环境和水务局水
利站站长张洪玉告诉记者，区生态环境和
水务局于 2020年底完成工程勘察设计任
务，2021年 1月完成施工招标，3月 20日 4
座桥同时开工建设。在工程建设中，采取
流水作业形式，4座桥无缝衔接一个工序
接着一个工序推进，仅用时 3个月，于 6月
底完成全部工程建设，7月初正式通车。

“危桥改造后，解决了我们村 7 个屯
5000余人出行难问题，也为村民运输苗木
花卉提供了安全便捷的交通道路，将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全村经济的发展。”利民村村
主任高超说。

3个月 500万 4座桥

哈尔滨新区利民村危桥变成“幸福桥”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莉）记者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上半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
依托 12315热线和互联网平台，按照

“保畅通、保转督、保报送”和“快接、
快转、快处、快反”标准要求，及时受
理，依法办理，确保了消费者来电诉
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经统计，2021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12315热线平台累计接听接收
投诉（举报）3 万余件，平台登转率
100％，区、县（市）局办结率 97.9％，
期限内在办率 2.1％，无超期件。上
半年为消费者调解争议挽回经济损
失297万余元。主要涉及商品质量、
市场价格、商标广告、售后服务、合同
约定、经营资质、计量民生等问题，集
中在以下领域：

上半年12315受理消费投诉3万余件

集中在餐饮住宿等八大领域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汉夫）12日，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
局获悉，针对部分重点工程存在未经
许可先行开工，需补办施工许可证的
情况，哈市住建局在全省范围内率先
将“先处理、后发证”调整为“整改补
证与执法处理同步进行”模式。目
前，该工作模式已在南岗区、道里区、
道外区、香坊区、平房区五个主城区
开展先试先行，得到了企业的认可。

哈东综合保税区物流园区项目
是我省百大项目，由于疫情原因，工
期紧张，项目在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
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按照国内普
遍采用的“先处理、后发证”的模式，
应由项目所在辖区政府执法部门先
对项目进行处理，将处理结果反馈市
审批部门后，由市审批部门核发施工
许可证，但这就需要一定的处理时
间。

为帮助项目最大限度争取时间，
促进早开工、早建设、早投用，哈市住

建局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将“先处理、
后发证”调整为“整改补证与执法处
理同步进行”的模式，在建设单位申
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条件后，由哈
市住建局受理审批核发施工许可证，
同步将施工许可证信息、建设和施工
单位出具的《施工现场具备施工条件
责任承诺书》，通过工程审批平台推
送至项目辖区执法部门及市建筑市
场行业监管部门。辖区执法部门按
照规定对项目进行处理和事中事后
监管，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和监管情况
通过工程审批平台以工作联系单形
式反馈至市建筑市场行业监管部
门。通过模式调整和审批前后信息
共享，极大地提高了审批效率，让哈
东综合保税区物流园区项目在最短
时间内，接受辖区执法部门处理的同
时，整改补办了施工许可证，质量监
督部门及时开展现场监督，项目建设
实现了依法合规，同时满足了项目急
于建设抢工期的迫切需要。

加快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核发效率

哈市五城区推行审批新模式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瑞）记者从哈尔滨市园林部门获
悉，哈市香坊区尚志公园将于 7 月
27 日启动改造工程，进行围栏拆
除、路面维修铺装、油饰等工作。
为确保游客安全及建设质量，尚志
公园展开封园施工，期间非工作人

员不得进入公园，待改造完毕后重
新开放。

据了解，为进一步改善城市公
园游园环境，为游客创造更好的休闲
活动空间，香坊区尚志公园将改造为
开放式公园。为配合尚志公园改造
工程，封园施工持续至8月27日。

尚志公园将于27日闭园改造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近日，记者从哈尔滨市
政府官网获悉，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
学校EPC招标项目已由上级部门批
准建设，计划竣工日期为2023年6月
15日，学制为 54班型的九年一贯制
学校，其中初中部 24 班，小学部 30
班，可容纳附近居民适龄儿童近
2500人入学。

记者了解到，哈师大附属学校位
于杉杉奥特莱斯附近，具体位置为哈
尔滨新区规划永达路以南、规划香港
大街以东，以及南侧、东侧两条规划
道路合围区域，建设资金来自政府统
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哈师大附属学校项目 EPC 显

示，该校未来建设规模为项目建筑面
积23461.88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
21366.88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2095平方米，主要包括初中教学区、
小学教学区、教学管理区、报告厅、餐
厅厨房区、体育教学活动室以及地下
车库。

此外，该项目配建 6条 400米塑
胶跑道。项目建成后学校将为54班
型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其中初中部
24 班，小学部 30 班，学位将达到近
2500人。

据悉，该项目计划开工日期为
2022年4月1日，总工期441日历天，
2023 年年中完工，共投资约 1.13 亿
元。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即将开建

游湿地 赏文艺
逛乐园

哈尔滨夏季旅游逐渐升温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樊金钢

亲近自然，欣赏文艺，逛主题乐园……入夏以来，哈尔滨市各景区
接待游人数量日益增多。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态势巩固和疫苗接种面
迅速扩大，景区和游客信心增强，哈尔滨市夏季旅游市场逐渐升温。

近日，在位于哈尔滨建筑艺术
广场的索菲亚音乐厅内，一曲优雅
的小提琴独奏正在上演。来自各
地的游人有的端坐在椅子上，享受
音乐的乐趣；有的漫步在墙边，欣
赏画作；有的大饱眼福，欣赏拜占
庭风格建筑。

索菲亚音乐厅工作人员刘慷
军告诉记者，4月份，他们推出了
音乐艺术展。该展是一个以音乐
为主线，集器乐、艺术、建筑等于一
体的跨界体验展。本期画展是王
焕堤水彩艺术作品展，35幅画作
再现了哈尔滨的城市风光和老建
筑。音乐表演则不间断循环，主要
乐器是钢琴、小提琴和萨克斯，演
奏中外名曲。表演者来自哈尔滨
市的各个艺术院团。白天是独奏，
周二至周日晚间还有音乐会，由哈
尔滨交响乐团、哈尔滨市爱乐室内
乐团等团体表演，有弦乐、管弦乐、
声乐等内容。

“进入索菲亚音乐厅内，可以
小憩一会儿，音乐、美术、建筑等艺
术均可欣赏，一举多得，十分惬

意！”广州游客张先生说。
随着中考、高考结束和暑假临

近，主题乐园成为市场亮点。在哈
尔滨融创乐园，现场播放着欢快的
音乐，每一个游乐项目都有游人游
玩。该景区日均接待游人1.5万人
次，同比增长 20％。涉水嬉水景
区也颇受欢迎，波塞冬旅游度假区
每天接待人数 4000－5000 人次，
高于2020年，客源以本地为主。

亲近大自然的景区人气看
涨。金龙山景区游人同比增长
50％。玉泉狩猎场景区接待游人
数量同比增长64％。

酒店入住率逐渐提高。位于
买卖街的伯爵大酒店目前入住率
已接近 70％。据介绍，入住顾客
以会议、团建为主，外地旅行团大
多来自广西、四川、浙江等地，一般
为10人左右的小团队。游人普遍
去往防洪胜利纪念塔、哈尔滨建筑
艺术广场、太阳岛、中央大街等景
区景点。入夏以来，该酒店甚至一
度出现满员。位于地段街上的秋
果酒店，入住率也在60％以上。

游人数量明显上涨

为了抢抓机遇，吸引游人，各
景区纷纷推出夏季新产品。

“瞄准啦！射击！打中喽！”在
哈尔滨融创乐园欢乐农场景点，游
人用激光枪射中标靶后，对应的兔
子、奶牛等动物模型就显现出来，
几个憨萌动作逗得小朋友哈哈大
笑。在海洋漂流景点，由大人照看
孩子，驾驶漂流船缓慢行驶。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以上两个景点都是
该乐园为迎合市场需求今年新上
的项目。由于运动强度弱，项目适
合6岁以下的孩子。目前看，新上
项目受到游人欢迎。

波塞冬旅游度假区今年夏季
也推出新品。“7月 3日，海怪岛户
外水乐园开园，波塞冬旅游度假
区由此成为一个室内室外均有涉
水项目的景区，满足了不同客群
的消费需求。今夏我们推出新活

动，水世界每个周末都有泡泡大
战，游人在泡泡世界里尽情休
闲。”该度假区工作人员于艳秋告
诉记者。据介绍，在海底世界景
点，探秘海底奇妙夜——夜宿海
底活动即将开展。届时，游人可
以在该旅游度假区的海洋馆里住
宿，体验到周遭都是海洋生物的
奇妙感觉。7月 9日，该度假区室
内夜场开放，超模DJ电音狂欢节
将与游人见面。

哈尔滨伏尔加庄园总经理韦
敏芳告诉记者，为了迎接旅游旺
季，该景区抓准市场间歇期，经过
近四个月的修整、建设，6月 1日
重新迎宾。彼得宫、三只熊乐园等
景点经过硬件改造后焕然一新，受
到游人欢迎。游人置身大自然中，
畅游湿地，欣赏俄式建筑，品味俄
罗斯油画。

景区产品玩出“新花样”

快乐回旋快乐回旋。。

寻找目标寻找目标。。

稳中求进稳中求进。。

乐曲声中赏画作

乐曲声中赏画作。。

一、食化药械类
涉及食品、药品、化妆品及医

疗器械等投诉（举报）6000余件。
主要问题：
个别商家涉嫌销售腐烂变质、

霉变生虫及超过保质期食品；
个别商家涉嫌存在夸大宣传

误导消费行为；
商家涉嫌存在未明码标价行

为；
个别商家销售的食品存在计

量不准问题。
二、餐饮住宿类
涉及酒店餐饮和宾馆住宿类

投诉（举报）1000余件。
主要问题：
个别宾馆酒店受后疫情阶段

影响无法正常经营引发纠纷；
个别商家涉嫌超范围经营行

为；
个别餐饮场所提供过期、不新

鲜、有异物食品引发投诉；
个别酒店在提供用餐服务时

存在价格不明示、不告知行为；
个别酒店涉嫌存在强制收取

餐位费或谢绝消费者自带酒水行
为。

三、服装鞋帽类
涉及服装鞋帽类投诉（举报）

1000余件。
主要问题：
个别商家销售的服装、皮鞋等

商品存在开胶、开线、褪色等问题；
个别商家不履行售后“三包”

义务；
部分商家涉嫌销售冒牌商品。
四、通信产品类
涉及手机及手机配件等通信

产品类投诉（举报）500余件。
主要问题：
商家销售的新机存在死机、异

响、闪退、卡顿、发热等性能故障；
手机售后不完全履行“三包”

义务；
个别商家涉嫌夸大宣传行为。

五、文化娱乐类
涉及健身、游泳、KTV、景区

等文化娱乐健身类投诉（举报）500
余件。

主要问题：
受疫情影响商家无法正常提

供服务引发投诉；
商家涉嫌强制交易行为，如：

KTV或影院存在谢绝消费者自带
酒水；

个别商家涉嫌合同违约行为；
个别商家涉嫌无照或超范围

经营行为；
商家涉嫌违规收费行为。
六、家居用品类
涉及床、衣柜、橱柜、组合家具

等家居用品类投诉（举报）800余
件。

主要问题：
家具商品存在开裂变形、尺寸

偏差及环保超标等问题；
商家违反约定不按时供货、送

货；
个别商家存在过度宣传误导

消费行为。
七、交通工具类
涉及家用汽车及汽车配件类

投诉（举报）500余件。
主要问题：
新车变速箱、发动机、转向器、

轮胎等部件存在性能故障；
商家销售中涉嫌存在强制收

取金融服务费或加装费等行为；
个别商家销售涉嫌商标侵权

产品。
八、家用电器类
涉及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

衣机等家用电器类投诉（举报）300
余件。

主要问题：
消费者购买的家电存在外观

受损、主机异响等性能故障；
商家不履行售后维修义务；
商家存在夸大商品性能误导

消费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