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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丹 孙庭义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我想直接躺到雪地里！”
“雪乡太美了！”
时下，走进龙江森工大海林局公司雪乡

景区，记者看到，地标性石刻“中国雪乡”大
石碑前，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簇拥于此，井
然有序地排队，在石碑前合影留念，打卡雪
乡。这个冬天，在雪乡可打卡的地方还有很
多……

山楂味的“红灯笼”、芒果味的“雪房子”、
牛奶味的“雪蘑菇”，在冰天雪地里尝上一口
独属于雪乡的味道。“这就是今年雪乡景区推
出的一款三色文创雪糕，外观结合了雪乡独
有的文化元素，由雪房子、雪蘑菇、红灯笼组
成，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黑龙江省雪乡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刘冉介绍。

“这个雪糕太萌了，我已经拿着它在雪
乡好多个有代表性的地方打卡拍照了，根本
不舍得吃。”来自江苏的游客孟雯雯一边拿
着雪糕在“中国雪乡”大木门前拍照一边开
心地说。

熊大熊二、东北傻狍子、梅花鹿、大雪
人……木刻楞摄影观赏区前人头攒动。用木
头堆砌而成的各种卡通人物，在皑皑白雪与
暖色灯光的映衬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灵动可
爱，它们向远道而来的游客“讲述”着雪乡故
事，勾起许多人的回忆，成为今冬雪乡的又一
个“网红”景点。

“用木头堆砌卡通造型特别有创意，有一
种很原始、很自然的感觉。熊大熊二，太可爱
了！”云南游客黄泰通在熊大熊二造型前开心
得像个孩子。

位于雪乡雪韵大街中段的童话世界观光
栈道全长 300 多米，沿道而行，一步一景、一
景一奇，“童话世界”尽收眼底。夜色中，大红
灯笼高高挂，或红或黄或蓝的灯光如轻纱般
铺洒在白雪之上，宛若一个梦幻国度。

“很震撼！在我的家乡可看不到这么厚
的雪，这些建筑群把雪衬托得更美了，房顶上
的雪像云朵一样垒在上面，很漂亮，我一定会

‘二刷’雪乡的！”来自江苏的马娉第一次看见
这么厚且这么美的雪。

夜幕降临，3000盏大红灯笼依次亮起，照
映着整个雪乡，红彤彤一片。伴随着清脆悦
耳的驼铃声，一只只可爱的驯鹿拉着花车，拉
开了雪乡火热夜晚的帷幕。

锣鼓喧天，彩扇飞舞，喜庆的东北大秧歌
扭出了雪乡人的热情。在动感的音乐中，来
自天南海北的游客齐聚篝火广场开启雪地羽
绒服蹦迪。漫天飞雪中，与雪共舞，欢乐满
怀。来自安徽的刘丹和朋友兴奋地说：“以前
只是听说过在雪地里蹦迪，今天亲身体验，太
嗨了！我们玩得非常尽兴。”

“超级开心！雪乡太美了，尤其是晚上，
我们刚才一起扭了大秧歌，还参加了篝火晚
会。东北的热情，让人流连忘返，我和朋友打
算再多玩儿两天。”

仿若童话、亦如仙境。白天，温婉静谧；
夜晚，热情如火。中国雪乡，等你来……

本报讯（记者刘欣）22 日，由鸡西市政府主
办的2023鸡西市冬季旅游（哈尔滨）推介会在哈
尔滨市举行。推介会通过大屏幕播放鸡西文旅
宣传片、主题推介、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展现了
鸡西得天独厚的冬季旅游资源，热忱邀请广大游
客走进鸡西感受梦幻的冰雪世界。

推介会上，鸡西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马惠文作鸡西冬季旅游总体发布。
来自密山、虎林、鸡东等县（市）代表通过不同
的推介形式，向与会嘉宾展示了鸡西优越的冰
雪资源和优质的旅游产品——其中，密山市以
音乐快板的新颖形式，介绍了密山的旅游资源；
虎林市将打造“红色冰雪嘉年华”品牌，邀请游
客畅享冰雪之乐；鸡东县重点介绍了宝泉林场
双芽山冰雪游乐场项目；启明星冰雪主题乐园
通过一张张今冬冰雪季的规划设计图，展现了
鸡西不一样的冰雪世界。

另外，推介会现场鸡西两家旅游企业分别与
哈尔滨旅行社签约，促进了鸡西与哈尔滨两地之
间的客源互通。

记者了解到，为落实我省冬季冰雪旅游“百
日行动”，鸡西依托“兴凯湖、穆棱河、乌苏里
江”三大冰雪板块，以“边塞风情、梦幻冰雪”为
主题，推出“三处网红乡村旅游目的地，四大冰
雪系列，十条冰雪精品线路，十七个冰雪旅游产
品”，并重点打造了鸡西首届冰雪花灯游园会、
2024 兴凯湖冬捕节、2024 中国·鸡西兴凯湖国
际冰雪汽车系列赛、2023 年鸡西首届爬犁（雪
车）大赛、“鱼亮沟”梦幻冰雪小镇、虎头特色冰
雪小镇等百余项“冰雪逍遥游”系列活动，贯穿
整个冬季。

打造十条冰雪精品线路

鸡西推介
2023冬季旅游产品

□朱沛瑶 本报记者 唐海兵

“我们谈了 5 家合作客户，有批
量集采的，还有一件代发的。”黑龙江
蜂卿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朴
武说。

“我们准备的参展样品、企业宣
传册、品鉴用具等物品第一天就全用
光了。”北秀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企业
展区销售代表孟祥林说。

“我们带来的展品销售一空，还
加了不少意向客户，增添了许多新的
销售渠道……”尚志市森特食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杜开森说。

在首届中国（黑龙江）国际绿色
食品和全国大豆产业博览会上，由省
林草局重磅打造的龙江森林食物“九
珍十八品”展区盛装亮相。绿色自然
的展区风格，造型别致的展台和琳琅
满目的森林食品吸引了大批客商，现
场气氛火爆。

一万两万……现场成交数额不
断刷新，十万百万……更多的意向合
同在向企业主们招手。可以说，众多

“九珍十八品”授权企业乘兴而来，满
载而归。

“这次展会我们的雪蛤产品成
交了 3 万元。还与北京、广州、哈尔
滨的客商签订了约 30 万元的供货
协议。”穆棱市蛙宝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守军表示，这次展
会使企业认识到了消费者对优质林
下特产的渴求，以及未来巨大的市
场空间。

“这次展会集结了众多农业科技
成果和创新产品，让人们真切感受到
黑龙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无穷的科
技创新力，为未来林下产业发展及大
健康产业蓬勃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李守军说。

同样喜讯频传的，还有黑龙江野
宝药业有限公司。

“我们带来了熊胆、鹿产品、护
眼三大系列 20 多个品种，深受消费
者喜爱，现场成交额 5 万多元，还与
四川万鸣药业、江苏无锡北大荒农

产品经销公司、上海龙垦食品销售
公司等企业达成了意向协议。”黑龙
江野宝药业有限公司经理管红表
示，非常荣幸能成为“九珍十八品”
的授权企业，省级区域公用品牌“九
珍十八品”在品牌组建过程中，从产
品包装、品牌 logo 的设计到对产品
质量的把控，以及每次展会的布置，
都格外用心，让众多森林食品企业
真切享受到了红利，在省内外都形
成了良好的宣传效应。

在黑龙江北秀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的品鉴现场，围满了试喝的客商，
大家在品尝了刺五加茶后，纷纷竖起
大拇指。

据了解，2023 年“刺五加”通过
评选，进入省林草局打造的“九珍十
八品”名录，“北秀山牌”刺五加茶因
其具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成为首
批入选产品，刺五加具有安神助眠
的功效，在展会上吸引广大游客慕
名品尝。

“这次展会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不仅零售业绩创了历次展会新高，主
动索取名片和资料的客户更是超出
以往。”北秀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何秀苇说。

在本次博览会上，伊春森工鼎红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森林大厨
房”展区的相关工作，不仅有 3 万元
的现场营业额，还签订了 10 万元的
意向合同。

伊春森工鼎红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汲泳洋表示，未来企业将
充分发挥小兴安岭独特生态优势和
寒地黑土优质林下出产优势，以伊春
森林大厨房线下体验店为依托，以

“美食”为核心切入点，打造一个集体
验、探索、交流、品鉴、购物、学习、互
动于一体的生态综合体，不断推动龙
江森林食品蓬勃发展。

博览会虽已落幕，但是对于诸多
参展企业来讲，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
始，越来越多优质森林食品将乘着我
省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的东风，走
进千家万户，端上全国百姓餐桌。

博览会后如何“锻长板补短板”系列报道③

“九珍十八品”企业满载而归

本报讯（周冰 记者张雪地）近日，镜泊湖管委会与
镜泊湖旅游集团共同召开 2023 年镜泊湖冰火梦幻世
界项目建设推进会，暂定镜泊湖冬季冰雪项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逐步对外开放，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实现

“陆地+冰面”项目全面开放。
“镜泊湖冰火梦幻世界”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22 万

平方米，项目用雪量35623.2立方米、用冰量7029.21立
方米、冰壳 956.37平方米，以镜泊湖冬捕节为核心，打
造景区北门至吊水楼瀑布雾凇景观大道，重点推出“北
门雪堡-奇幻冰雪区”“火山冰谷-魔幻冰瀑区”“码头
广场-梦幻冰湖区”三大核心主题游览区。

地标性建筑物冰壳体效果图。本报记者 张雪地摄

镜泊湖“冰火梦幻世界”下月开放

□刘亚茹 本报记者 吴树江

“种地一点没操心，却得了这么
多分红，还有时间外出打工多赚一份
钱。土地托管真是太划算了，明年我
还要把土地全托管出去，既省心又有
收益。”村民孙龙手里捧着刚刚分到
的红利，美滋滋地说。

近日，在绥滨县绥东镇东方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里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合作社年终分
红大会，年初进行土地托管的村民，
在这一天来领“托管”红利。

近年来，绥滨县绥东镇东方村积
极探索新型农业生产发展创新模式，
通过“全程托管服务+土地股份合
作”的创新模式，建立健全农业全流
程服务体系，逐步释放现代农业发展
新活力。

东方村党支部书记姜喜春说：“今
年完成‘入托’农户51户，为中粮集团
托管土地4925亩，为附近三个村托管
土地共 3775亩，总托管面积达 1.6万

亩，延伸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村内土地托管推动了第二产业

的发展。今年，东方村充分利用规模
化土地托管所带来的土地资源、青年
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扶持肉牛养殖户
发展畜牧养殖业，引进 2000 多万元
的肉牛养殖项目，村集体出资 60 万
元建立养殖区，形成了“集团+合作
社+农户”的养殖模式，现在肉牛存
栏量达到近 2000头。为土地托管中
解放的老年劳动力提供近60个就业
岗位，吸引本地中青年就地就近创
业，实现了种植、养殖、务工等全方位
增收。

目前，东方村土地托管“党支
部+合作社”模式，已初步形成党建
引领、合作社运营、群众参与的良好
格局，实现了村集体、村民双增收。
接下来，绥东镇还将根据各村具体情
况，继续推进土地托管，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农业，为推进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提供坚强支撑，为乡村振兴不断
注入强大的源动力。

东方村土地托管有了好收益

□李文浩 本报记者 孙昊

从辽宁回来的赵某侠，本以为打
官司需要一个月，还要回来一两趟，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已经四年的
不动产纠纷在甘南县诉源治理服务
站三天就解决了。案件撤销了、补偿
款到位了……她握着工作人员的手
说：“以后有事还找你！”

这是今年成立的甘南县诉源治
理服务站调解的首例不动产纠纷，是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甘南的生动实
践，正迸发出新的活力。

9 月 20 日，甘南县出台《“法院+
不动产+公证”不动产纠纷诉源治
理实施方案》，成立甘南县诉源治理
服务站，并在甘南县人民法院设立
办公室，三方联动聚合力，通过源头
解纷、特色调解，解开缠绕在百姓心
中的结。

近日，甘南镇良种场一个立案
中的原告与丈夫义女的继承房产纠
纷，引起了诉源治理服务站的关
注。11 月 1 日，经双方当事人同意，
县法院委托诉源治理服务站开展诉
源治理。证明义女与原告丈夫的亲
属关系，调出历史档案确定房产证
办理时间，出具房产价值的评估报
告，形成最终调解方案……所有准
备工作，在县法院、不动产登记中
心、公证处的共同努力下，不到 30
个小时就完成了。

11 月 3 日的调解联席会进展顺
利，不动产登记中心、公证处提供的

历史资料、有关文件、权威数据，以及
主审法官从法理角度的详细讲解，让
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仅用两个小时
就达成协议。公证处现场起草财产
分割协议书，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
员和公证员踏着今冬第一场雪奔赴
30 公里之外的中兴乡，为老人采集
影像、录指纹。当晚 22 时公证书就
出来了，第二天一早不动产权证已办
好，四年多来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解
决了。

甘南县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
院长许宁说：“诉源治理服务站的成
立，整合了服务资源，推动了服务群
众能力提升，往往正常的诉讼程序需
要一个多月甚至更久，而通过调解，
几天或几小时就能解决问题，让群众
少跑腿少烦心。这种‘一站式’解决
纠纷的新模式，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进一步推动审判职能触角延伸，让群
众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司法服务。”

如今，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中，
涉及不动产纠纷的占七成左右，妥
善处理好房地产领域纠纷，对于经
济发展、民生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
要作用。

走进整洁、暖心的甘南县诉源治
理服务站，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又
有两个涉及不动产纠纷的案件转过
来了。常态化运行的诉源治理服务
站，积极回应群众需求，大力推进诉
源治理走深走实，使一个个纷繁复杂
的不动产纠纷实现源头预防、多元化
解，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走进甘南诉源治理服务站

探寻不动产解纷密码

11月23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储冰场开始“出冰”。储存冰厚厚的“被子”被工人打
开，多台钩机把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冰块运到货车上。装满冰块的车辆驶进不远处的园
区，一车车卸载主塔旁边。这些冰块，将率先用在主塔的建设中。 本报记者 张澍摄

出 冰

↑木刻楞摄影观赏区。
←木头堆砌的卡通人物。 王衍龙摄

童话世界童话世界。。
王衍龙王衍龙摄摄

文创雪糕。
孙庭义摄

雪乡夜景。王衍龙摄

雪地蹦迪。孙庭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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