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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拥有大平原、大森林、大湿地、大冰雪、大农业等独特的
自然风光景观和赫哲民族风情、东北小延安、抗联发祥地、北大荒精神发祥地等丰富的
人文旅游资源，是“中国最佳生态环境魅力城市”“中国十大新天府”“国家园林城市”，
具备旅游业发展的得天独厚区位优势和文化生态资源优势。近年来，佳木斯市委市政
府深入践行“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建设旅游强省”战略部署，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创建，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

全媒体特别报道

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 王秋实

华夏东极 赫哲故里

祖国粮仓 三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桂英

佳木斯雄踞祖国东极，坐
拥世界两国界河中最大的岛屿
黑瞎子岛，独揽黑龙江、松花
江、乌苏里江及其冲刷而成的
世界仅存三大黑土区域之一的
三江平原。东极观日出，一岛
看两国，是其独有的风景，四季
分明的佳木斯是夏日旅游避
暑、冬季观赏冰雪的胜地。

佳木斯是松花江通往黑龙
江江口的古驿道，中国六小民
族之一赫哲族的发祥地和主要
聚居地就在这里，原生态说唱
艺术伊玛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堪称是“千古绝唱”。

佳木斯是原生态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保留最完整的区域，
大森林、大湿地、大江河组合成
一派神奇、梦幻、幽美的北国风
光。国家 4A 级景区汤原大亮
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生物
多样性基因库采集地和保护
地；同江三江口旅游风景区以

“江汇于此、路始于此、海通于
此”而闻名遐迩。

佳木斯是东北抗联的发祥
地、核心区和主战场；解放战争
时期，这里是东北解放区后方
根 据 地 ，被 誉 为“ 东 北 小 延
安”。著名作曲家马可创作的
《咱们工人有力量》就是从这里
唱响全国。

佳木斯是国家商品粮重要
基地和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市，

“北大荒精神”发源地。百公里
水稻长廊、万亩连片大地号已
形成自然景观，“车行有绿廊，
人在绿中游”“仰望观飞鸟，俯
瞰稻田画”“地上有机稻，水中
鱼蟹鸭”。

抚远华夏东极旅游区抚远华夏东极旅游区。。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鸟类
迁徙栖息。

同江赫哲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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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高位推动 强化科学统筹实施
坚持从区域发展全局出发，主动融入全省旅游发展规划，科学谋划旅游业发展定

位、战略方向和目标任务，优化全域旅游发展布局，在全省率先启动全域旅游创建，科
学制定《佳木斯市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同时，根据旅游产业发展需要，把推
进旅游产业发展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各县（市）
区和相关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全域旅游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
题会议，统筹抓好全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积极构建党委领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的全市旅游“一盘棋”工作格局。

坚持规划引领 明确产业发展方向
把规划先行作为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组织专业力量深入调研全市

旅游发展情况，对域内各地和农垦、森工通盘考虑，深度挖掘自然和人文特色资源，注
重保持旅游产品的差异性和个性化，不断丰富完善旅游发展目标思路，优化全域旅游
发展布局。高水平编制文化强市建设规划和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明确了对现代
农业、红色文化、湿地生态、中俄边境、工业遗产、民俗风情、森林康养等旅游资源进行
开发打造，提升“华夏东极”旅游品质，确定了打造黑龙江省东部文化旅游中心城市的
工作目标。坚持多规合一，推动旅游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城乡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
用、交通发展、文物保护、公共服务体系等规划融合衔接，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重
点工作紧密衔接，将旅游要素融入各类规划建设中，实现多领域多层面的一体化、协
同性发展。强化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可操
作性，有力推动了域内各地差异化发展，培育形成了抚远东极文化、富锦和建三江农
业观光体验、同江赫哲文化、桦川朝鲜族民俗、桦南森工旅游、汤原抗联文化等多个旅
游品牌，着力打造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结合当前重点工作，围绕
补乡村短板、美乡村风貌、留田园乡愁，创建国家和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 15家、乡村旅
游重点村 10家。全市现有国家 A级以上旅游景区 23家，旅行社 94家，文化旅游商品
经营企业 25家，文旅行业直接从业人员 1万人以上。黑龙江省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将我市确定为综合旅游集群，抚远东极文化旅游集群被确定为主题旅游集群、华夏东
极旅游区和黑瞎子岛旅游区被确定为“必到必游”重要节点。

坚持融合发展 优化旅游供给结构
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原则，加快以“旅游+”“+旅游”的新模式推动旅游产业

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着力打造一批文化旅游新地标、时尚旅游新标杆。围绕更好
满足旅游市场和游客的多元化需求，加大特色创新力度，深入推动旅游与生态、农业、
民俗等产业融合，以富锦市国家湿地公园为重点，相继推出了“旅游+教育”“旅游+农
业”“旅游+非遗”“旅游+科技”等新模式、新项目，“富锦湿地游模式”成为中国湿地管
理保护和利用的“龙江样本”；以我市生态观光、赫哲文化与农耕文化体验、特色美食
品鉴为主的“巡游三江平原湿地”和“中国两极穿越”线路跻身全国 100条精品主题旅
游线路，精心打造的华夏东极生态游、乡村游、红色游等 30多条精品线路的市场热销
度显著提升。围绕增强游客的参与度、互动性和体验感，加强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
深化城市文化活动与旅游活动的有机融合，将抚远开江节、桦南映山红音乐节、同江
中俄边境文化季、汤原红色文化艺术节、郊区百合节、富锦稻田音乐会、桦川稻香节、
赫哲冬捕节等小节庆整合纳入“东极之春三江杏花节”“东极之夏三江旅游节”“东极
之秋农民丰收节”“东极之冬三江泼雪节”四季主题节会，创新开发了佳木斯全域观候
鸟北归、追开江流凌、赏杜鹃花开、品三江鲜鱼、采季节果蔬、看农业丰收、捕洄游马
哈鱼、玩狂野冰雪等特色旅游产品，强化营销推介，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等集聚。
佳木斯三江杏花节和同江乌日贡大会荣获“中国优秀节庆 100”奖项。2020年，在疫情
不利影响的冲击下，全市共接待游客 995万人次，旅游收入 59.7亿元，不仅守住了行业
基本盘，更开创了旅游业发展新局面。

坚持项目牵动 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把高质量项目作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强大引擎。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依托市文旅集团这个有效平台，强化同央企、旅游强企合作，高起点规划、高水平
建设、高质量运营，借助外力解决制约我市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佳木斯文化中
心、智慧旅游平台、东极印象步行街、黑金文化艺术中心、观雁文化旅游综合体、朝鲜
族民俗水上乐园、东极阁、黑瞎子岛镇赫哲族渔猎文化体验区等文旅项目有序推进，
八岔界江游船、街津口北山旅游综合体、三江口观光酒店、星火庄园、奥林射击场等文
旅项目相继投入运营，形成若干个核心旅游产品，初步实现了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
经营。目前，抓吉民宿、黑瞎子岛探秘野熊园、湿地公园观鸟塔、万亩水稻公园稻田
画、百年森林蒸汽火车等景区景点已成为知名网红打卡地，有力助推了我市旅游产业
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面向“十四五”时期文旅产业发展的美好未来，佳木斯将抢抓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旅
游业良好发展机遇，以承办 2024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牵动，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全面叫响“华夏东极”文旅品牌，努力打造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的文旅区
域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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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江三江口景区。

郊区大来岗国家森林公园达勒花海景区。

抚远黑瞎子岛探秘野熊园。
富锦国家湿地公园。

建三江七星旅游名镇万亩大地号建三江七星旅游名镇万亩大地号。。
本版图片均由佳木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本版图片均由佳木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