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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付宇）2日
15时，在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推进会上举行了
授旗仪式，标志着2022年黑龙江省旅发大会正式
由大庆市承办。

旅发盛会，兴城惠民。大庆，这座城市即将发
生一场巨大的变化。这场全民参与全民共建共享
的盛会，已经开始。一个让大庆人热爱、外地人向
往的大庆，自此刻启程！

从 2018年到 2021年再到 2022年，从哈尔滨
市、伊春市、黑河市到牡丹江市再到大庆市，黑龙江
省旅发大会迎来了第五站。

大庆市石油文化、生态湿地、地热温泉、湖泊
水系、草原民俗等旅游资源种类多样，特色明显。
以石油文化为代表的红色旅游产品影响较大，生态
湿地、地热温泉、草原民俗旅游产品的开发已初见
成效，滨水生活、休闲农业产品前景看好。

第五届旅发大会，大庆“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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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旅游景区发展报告》发布

全域旅游不断升温
八特点凸显发展“好中提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桂英

“这是第一份关于我省A级旅游景区全面、客观、准确的报告。”省旅游景区协会会长李洪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第四届黑龙江省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省旅游投资集团、省旅游景区协会授权本报独家发布刚刚编制完成的《黑龙江省旅游景区发展报告（2021年7月）》。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的《黑龙江省旅游景区发展报告（2021年7月）》共七个部分，采用“黑龙江A级旅游景区管理系统”中的数据，通
过翔实的数据、直观的图表，直观还原我省A级旅游景区发展的最新状态。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不断升温

2020年以来新增A级旅游景区6
家，其中新增的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
园、抚远黑瞎子岛探秘野熊园、黑河中
俄风情园、大兴安岭百泉谷景区、桦南
百年蒸汽火车旅游区为4A级旅游景
区。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全省共有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4家，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1家，省级旅游度假区15家。

《报告》指出，从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来看，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不断升温，2019年以来，我省有4个城
市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和管理工作值
得关注。从创建旅游度假区和4A级
旅游景区来看，度假休闲类景区异军
突起，发展迅速，有望成为我省旅游行
业的主力军。

2021年上半年，黑龙江A级旅
游景区实现接待游客量 6043.07万
人次，较上年的 4958.62万人次，同
比增长 21.88% ；其中国内游客
6041.08 万人次，较上年的 4948.32
万人次，同比增长22.08%。

2021年上半年，A级旅游景区
总 收 入 12.7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17%，其中营业性收入6.85亿元，
同比增长22%；门票收入1.85亿元，
同比增长134.81%；营业外收入5.89
亿元，同比增长84.41%。

2021年上半年，5A级和4A级
景区营业性收入 6.85亿元，占A级
景区营业性收入的 90.59%，占A级
旅游景区总收入的48.73%，占5A和

4A级景区总收入的90.72%。
《报告》指出，目前我省4A级和

5A级旅游景区只有 113家，但从游
客接待量、营业收入、门票收入等核
心数据来分析，2021年上半年，5A
和 4A级旅游景区营业收入占A级
景区营业性收入的 90.59%。其中
门票收入占 A 级景区门票收入的
94.13%。4A级和 5A级旅游景区是
龙江旅游景区的“中流砥柱”。

从旅游收入构成来看，我省A
级旅游景区收入主要以营业性收入
为主，营业性收入则主要是以门票、
餐饮、住宿等三项收入为主，门票收
入作为主力军，在景区营收过程中
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体来看，2020年以来，尤其是2021年上
半年，我省A级旅游景区实现了稳中有进、进
中向好、好中提质，旅游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用不断显现，旅游强省的基础不断夯实。
具体呈现八个特点：

冰雪旅游持续升温。尽管2020年以来遭
遇疫情，但我省发展冰雪旅游的信心和决心
没有改变，积极探索冰雪资源整合，将“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和“中国哈尔滨雪雕艺术博览
会”品牌进行融合，努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
一流的冰雪文化旅游品牌。哈尔滨太阳岛集
团和融创集团开启了强强联合之路，共同打
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亚布力
滑雪旅游度假区、牡丹江雪乡等我省冰雪旅
游景区主动作为，积极应变，不断开发旅游产
品，提高冰雪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生态康养旅游彰显魅力。我省优质的自
然生态康养环境对游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伊春、牡丹江、黑河、大兴安岭等地市生态旅
游景区近百处。五大连池风景区、牡丹江镜
泊湖风景区、连环湖温泉度假区、大兴安岭百
泉谷森林康养度假区、伊春嘉荫茅兰沟景区、

伊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等一批生态康养旅
游景区，已经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高质量发展强力推进。省文化和旅游厅
启动制定了《黑龙江省旅游景区质量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2021—2013）》，力争到 2023年，
全省A级旅游景区达到 440家，争创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2家，新增 4A级景区 15家；争
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2家，新增省级旅游度
假区 10家；全省重点旅游景区知名度大幅提
升。

红色旅游大有可为。2021年我省23家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上半年接待游客 157.7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79%。据驴妈妈旅游网发
布的《2021红色旅游大数据报告》显示，红色
旅游增速较快，客群年龄结构悄然年轻化，年
轻人在游客群体中开始占据多数，同时对红
色文化认同感日益增强，逐步成为红色旅游
的中坚力量。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受到追捧。2020
年，全省休闲农业接待游客达到 2082.2万人
次，经营收入达到 41.7亿元。累计发展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18个，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 33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
范县 12个，推介精品景点线路近百条。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热度不断提升，正在成为我
省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夜间旅游消费潜力得到释放。夜间旅游
已成为龙江夜间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尔滨中央大街已成为我省夜晚旅游消费的
新地标，每年接待游客近千万。旅游景区夜
间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餐饮、旅游购物、文
艺表演等各类消费的增长。

研学旅行市场热度增高。我省凭借丰富
的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以独具魅力的人文
资源，已成为国内研学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
一。全省现有国家教育部命名的国家级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2家、国家级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11家，均已成为研学旅行
市场热点。

专业化运营成为大势所趋。省文化和旅
游厅和各地文旅部门通过举办各类专业培
训，不断提高旅游景区经营管理水平。黑龙
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的组建，填补了我省没有
市场化景区运营托管团队的空白。

《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全省共有A级旅游景区 409
家，其中 5A级旅游景区 6家，4A级
旅游景区 107 家，3A 级旅游景区
194家，2A级旅游景区 87家，1A级
旅游景区15家。

409家A级旅游景区共分为 18
种类型，其中宗教文化类7家，主题
游乐类 18家，休闲度假类 28家，乡
村田园类 32家，文化遗迹类 14家，
文化创意类9家，文博院馆类28家，
体育运动类 3家，特色街区类 5家，
水域景观类 49 家，森林草原类 46
家，山岳类 57家，科技教育类 3家，
红色旅游类33家，古村古镇类5家，
工业旅游类 19 家，地质地貌类 44

家，城市公园类9家。
全省 409家A级旅游景区运营

主体性质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
行政事业单位三种性质运营主体构
成。其中，国有企业为运营主体的
152家，占比为 37.16%；民营企业为
运营主体的 111 家（含外资企业 2
家），占比为 27.14%；行政事业单位
为 运 营 主 体 的 146 家 ，占 比 为
35.70%。

从我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
看，在数量上呈现出“两头小，中间
大”的状态，5A级和1A级旅游景区
占比较少，2A、3A、4A占比较大，其
中山岳类、水域景观类、森林草原类
景区占比较大。

A级旅游景区409家 等级分布“两头小中间大”

4A级和5A级旅游景区是“中流砥柱”

八大特点体现稳中有进好中提质

全省A级旅游景区数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桂英

“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旅游强省
战略安排，坚持把举办旅发大会作为推进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实行“党委政府主导、各
地轮流承办、政策资金倾斜、攥紧拳头发力”，有力
推动全省旅游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
旅发大会强力推动产业发展

举办一届旅发大会，提升一个大会承办地。
2018 年以来，我省成功举办了三届旅发大会。

“举办一届旅发大会，提升一个承办地”和“立标
打样”作用发挥，强力推动地方旅游提档升级。
各承办地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由此大为
改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综合效应拉
动作用凸显。

2018年，省委旅游工作专题办公会议决定在
哈尔滨举办首届旅发大会。随后伊春、黑河分别
承办了第二届、第三届旅发大会，一届比一届完
善，一届比一届出彩。通过旅发大会，国内外著
名投资商、旅行商蜂拥而至，将哈尔滨市视为投
资热土；旅行社合作开发市场协议雪片似飞来；
境内外媒体以各种形式将“冰城夏都”的四季美
景推向“热搜”。

伊春市突出打好“生态”牌，围绕“深呼吸、深
睡眠、深度游”提出“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大
会主题，明确“生态立市、旅游强市”的发展定
位，实现了“成功、精彩、难忘”的预期目标，通过
办会投入财政资金 10.5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110
亿元，建成新景区 11个、改善景区 30个、开发新
业态 16个，完成涉旅基础设施 26项，当年游客接
待量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6%和 28.8%。

黑河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围绕“办
会兴城”，突出文旅深度融合，提出“景城一体化
建设”和“打造主客共享最美旅游目的地”理念，
创新线上线下相结合办会模式，办成了一届高质
量、有热度、有流量的精彩盛会，通过办会完成投
资 22.2 亿元，间接拉动投资 130 多亿元，新建扩
建旅游项目 15类 29个，打造了小微博物馆群、中
俄民族风情园、新生鄂伦春族民俗旅游区、历史
文化古驿路游等“引爆点”。

连续三届的旅发大会实践证明，通过高标定
位、系统推进、放大效应，大会已成为国内外旅游
业界交流合作、共赢共享的有效平台；展示龙江
文旅形象、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

借助第四届旅发大会，牡丹江市精心打造总
投资 104.7亿元的 42个热点、亮点、引爆点项目，
一年中引进急需紧缺人才 4000余人。今年上半
年，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分别比
2019年增长 48.5%和 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速位列全省第一；期间签约项目 70余个、总投
资 350亿元，形成了“山海关不住，投资黑龙江，
进军牡丹江”的生动局面。

“凉爽夏季”“冰爽冬季”
两大品牌旅游产品日趋成熟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历史悠久的黑

龙江森林、湿地、河流、湖泊旅游资源丰富，冰雪
旅游资源独具魅力，绿色农业旅游资源特色突
出，边境旅游资源优势明显，具备建成国际冰雪
旅游度假胜地、中国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中国
自驾和户外运动旅游目的地的优势和基础。

围绕“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旅游品牌，
黑龙江着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建立了全省旅游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了省推动旅游经济高
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科学整合旅游线路资源，丰
富产品供给，优化产品结构，大力推动旅游与一
二产业和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不断
拓展黑龙江省文化、自然和气候的四季旅游体
验；坚持“线上”与“线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
品牌与产品、专业与行业、“请进来”与“走出
去”、境内与境外相结合，强力推进宣传营销力
度，使“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特色旅游品牌
享誉全国。

我省以五大连池、镜泊湖、伊春森林等为代
表的“凉爽夏季”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亚布力滑
雪旅游度假区、中国雪乡、北极村等为代表的“冰
爽冬季”两大品牌旅游产品日趋成熟，知名度不
断提高。“哈尔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中国
雪乡”等精品线路已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黄金
旅游线路。

发展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龙江旅游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黑龙江旅游行业在 2020年疫情初期经历了
断崖式下跌。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从逐渐
恢复到进一步复苏，实现了稳中有进、进中向好、
好中提质，并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形成了

“全省一盘棋，上下一条心”的旅游发展态势，旅
游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显现，旅游强省
的基础不断夯实。

截至目前，全省 A 级景区发展到 409 家、旅
行社 818 家，升级改造旅游干线公路 2400 余公
里、景区连通公路 2000余公里，新建游客服务中
心 23个。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游客接待量 9933.4万
人次、旅游收入 81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5%、
207.9%，分别恢复至 2019年的 112.4%、70.8%，高
于全国平均增幅水平，旅游业已经成为第三产业
增长重要拉动力量。

2020年以来我省新增A级旅游景区 6家，其
中新增的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抚远黑瞎子岛
探秘野熊园、黑河中俄风情园、大兴安岭百泉谷
景区、桦南百年蒸汽火车旅游区为 4A级旅游景
区。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全省共有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 4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1家，省级旅
游度假区 15 家。从创建旅游度假区和 4A 级旅
游景区来看，度假休闲类景区异军突起，发展迅
速，有望成为旅游行业主力军。

黑龙江的“绿水青山”，犹如巨大的磁石，吸
引着四海宾朋到此领略风采、深度体验、生态康
养，春来江水绿如蓝，秋至山花红胜火，夏季避暑
甲天下，冰雪旅游最龙头。伴随旅游业的高质量
发展，各地不断挖掘富有地域特色和底蕴的历史
人文故事，龙江旅游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增色添
辉，八方来客每次到黑龙江都有新的感受、新的
发现。

办一次会 兴一座城

建设旅游强省 龙江风景正好

绥芬河爱情谷绥芬河爱情谷。。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峰郭俊峰 邵国良邵国良 荆天旭荆天旭摄摄

大美湿地大美湿地。。黄晶黄晶摄摄

牡丹江上官地村
玄武湖景区。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 郭俊峰摄

林海林海。。曹德军曹德军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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