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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1日晚7时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
贺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4K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
将准时播出。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
二⚪二四年新年贺词

□本报记者 刘晓云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1 月~11 月，牡
丹江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
连续七个月全省排名第一。

不仅如此，还有一组亮眼又提气的数
据：全市 27 个工业大类中有 19 个行业实
现正增长，其中 12 个行业实现两位数增
长，非金属矿采选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4
个行业增幅达到 30%以上。全市 10 个县
（市）区和开发区全部实现正增长，为工业
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好消息接踵而至。百威新上听装生
产线及纯生设备、林口奥丰石墨采选等40
个项目竣工投产。开展“千企技改”行动，
桦林佳通、九山木业、红星机械等 82个技
改项目顺利推进……在牡丹江，高质量发
展、可持续振兴动能澎湃。

这份殊为不易的成绩单如何取得？

“我们追求的发展，是科技引领、创新
驱动的发展。”牡丹江市委主要领导表示，
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省构建“4567”
现代产业体系，准确把握牡丹江工业发展
的阶段性特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提升服务保
障能力，不断强化工业人才支撑，让工业
这个“引擎”焕发出更加强劲的动能。

以数字化转型推进产业升级

数智赋能+纸业制造，会产生怎样的
精彩蝶变？

在恒丰纸业生产车间内，六轴机器人
挥舞着灵巧的机械手，在不同的工位上不
知疲倦地工作。“机器人不仅大幅提高生
产效率，而且质量控制更为精准。”生产车
间负责人说。

走进公司智能控制中心，数字大屏上
21个生产机台的状态实时更新，两侧展示
着30个生产画面，数字屏幕正是企业数字
化的一个“小窗口”。

恒丰纸业是一家拥有 70 多年历史的
老牌国企。企业通过打造数字化车间和
智能工厂，用数据连接车间不同单元，对
生产运行过程进行规划、管理、诊断和优
化，产能比改造初期提升 5 倍，人员减少
25%，实现了生产效率提高、质量效益提
升、资源消耗减少、运营成本降低，拓展了
企业发展空间。

“今年我们又投资 3 亿元新建 4 万吨
低定量特种涂布纸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国内造纸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先进工
厂。”恒丰纸业数字化总监徐禄说。

在牡丹江，数字化拓展的发展应用空
间越来越大。今年以来，该市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引导工业企业加大数字化改造力
度，鼓励企业打造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
前，全市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达12户。

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互促，“科技之花”正
结出“产业之果”。日前公示的2023年第二
批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牡丹江有29
户企业上榜，涵盖食品加工、机械制造、新材
料等产业。今年以来，该市累计有79户中
小企业获得省级认定，认定数量位于全省前
列。全市录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
企业269家、录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企业
138家，三批次推荐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107家、同比增长55%。 （下转第二版）

牡丹江 强“工”兴“业”动能澎湃

□本报记者 唐海兵

自 12 月中旬起，在中俄绥芬河口岸，
每天都会有一辆载着整整 10 吨新鲜双孢
菇的大型冷链运输车出境，驶向俄罗斯乌
苏里斯克市。

跨越185公里，历经12小时后，这些来
自黑龙江的优质农产品便会以各种美味的
姿态，端上异国餐桌。

“平时我们是每隔 3 天发一次车，但
由于 1 月 1 日是俄罗斯的新年，为应对俄
罗斯庞大的市场需求，我们抢先抓早运
了 30 吨双孢菇过去。”穆棱市鑫北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北农业）董事
长王楠告诉记者，这些双孢菇过境之后，
将在鑫北农业乌苏里斯克的销售中心进
行分流，随后销往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
等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黑龙江
发挥地缘优势，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构建

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在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方
面取得重要成果。

作为农业大省，品类繁多、绿色优质的
农产品也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逐渐走向
国际餐桌。

这是王楠创业的第 10 年，自 2013 年
离开故土远赴俄罗斯发展、发现双孢菇产
业商机，到 2017 年带着技术回到牡丹江
穆棱投资建厂，再到 2020 年正式投产开
展跨国贸易，王楠前进的每一步都扎扎实
实。

“在俄罗斯，双孢菇就如同中国的葱姜
蒜，餐餐必备，需求量巨大。经过一系列调
研和学习，我最初在俄罗斯建了一个双孢
菇工厂。”王楠告诉记者，工厂建成后，全部
聘用当地人工作，既得到了当地的政策支
持，产品也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但好景不
长，随着冬季来临，大量双孢菇冻死，企业
面临严重危机。

（下转第二版）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企业调研行⑩

鑫北农业，让龙江农产品端上全球餐桌

“一带一路”的“工笔画”中，有我省
众多典型企业的描摹。他们以明朗的

“线条”勾勒出龙江力量，为共建国家注
入了活力，也提升了自身实力。

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要立足
我们自身优势，去用笔、去着色，才能挥
洒自如。比如，鑫北农业利用区位优势，
建设标准化工厂化双孢菇生产基地，让
优质农产品快速端上海外餐桌。再比
如，中车齐车用铁路货车产品将“繁荣之
路”从丹顶鹤故乡带到乞力马扎罗山下，
离不开在铁路装备领域的产业优势。

用好比较优势，就能助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资源优势、生态优势、
科研优势、产业优势、区位优势，是我省
五大优势。这些优势，是我省企业积极
对接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有利条件。
依托比较优势突出特色，就能发展壮大
优势产业。形成共建“一带一路”新动
能新优势，真正实现合作共赢，就能把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落到实处。

重优势，积胜势。企业利用好比较
优势，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省必
将加快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必
将提速开放龙江建设，必将建好建强国
家向北开放新高地。

扬优势展所长绘制“工笔画”
□樊金钢

□本报记者 刘欣

“来到亚布力，想滑雪的心达到了顶峰！”“亚布力的
雪道很长，滑起来相当顺滑。”“幸运的话，滑雪时还能看
到雾凇，真的太壮观啦！”2023-2024年雪季，亚布力滑雪
旅游度假区推出了一系列参与性强、体验性高、趣味性浓
的特色活动，凭借其高标准的顶级雪道、优质的滑雪体
验、细致的滑雪服务，吸引了大量滑雪爱好者。

相约亚布力尽享滑雪之乐

在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滑雪场，“全副武装”的福建游
客孙女士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在初级雪道小心翼翼练
习滑行。几次体验后，已滑得“有板有眼”。“亚布力的滑
雪场好大啊，远处的高级雪道都好像修到天上去了，滑雪
体验超棒。”孙女士兴奋地说。

来自广东的张霖博在亚布力滑雪场已停留了近两
周。一大早，他如往常一样从雪具大厅拿装备、换装，然
后迫不及待地乘坐缆车向雪道出发。记者跟随张霖博来
到高级雪道上，不时有雪友同他打着招呼。“亚布力的滑
雪发烧友特别热情，在看到我的滑雪动作不规范时，会及
时停下来告诉我，这里很有人情味，我喜欢亚布力。”说话
间，张霖博已整理好雪板，自山顶飞驰而下，一个帅气的
转弯，雪道上溅起簇簇晶莹的雪花。

处于北纬 45 度滑雪“黄金纬度带”的亚布力滑雪旅
游度假区，被誉为“大众滑雪的发祥地”，共有滑雪道
56 条，雪道最大落差 912 米，总长度 100 余公里，造雪面
积 225 公顷，可容纳 1.5 万人滑雪，能够同时满足初学
者和进阶玩家的滑雪需求。这里建有国际标准的高山
滑雪场地、越野滑雪场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场地、
单板滑雪 U 池场地、跳台滑雪场地（集群）和冬季两项
场地，均被国际滑雪联合会和国际冬季两项联盟认证
或认可。

据统计，截至 30 日，亚布力已累计接待游客 30.7 万
人次，日均接待游客量6000人次，单日最大接待量1.2万
人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64%。其中，广东游客占比
15.86%，排名第一。

花式活动打造“滑雪+”新玩法

在亚布力，除了享受雪上飞驰的快意，游客还可以
泡进热气蒸腾的温泉放松身心，或走进最北熊猫馆亚布
力熊猫馆接受国宝的“可爱暴击”，或体验雪中骏马、林
海雾凇、东北民俗……

今冬，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以“相约亚冬会·畅享
雪生活”为主题，在为期4个月的时间里，围绕“热雪”“驭
雪”“乐雪”“酷雪”4大主题，推出“滑雪+旅游”“滑雪+文
化”“滑雪+体育”“滑雪+研学”“滑雪+商贸”五大板块，
50 余项形式丰富、种类多样的主题活动，让游客全方位
感受冰雪的广度和温度。

本届滑雪节活动还通过打造多元化冬季精彩游玩体验，带动冰雪旅游
全产业链发展。“相约亚布力·畅享雪生活”短视频创作营、“酷玩先锋·潮由
你定”创意雪板设计大赛、“趣滑记”青少年滑雪冬令营、“康养之冬”第二届
冬补药膳节等缤纷活动也正式启动，不断打造“滑雪+”新玩法。

哈尔滨市亚布力管理委员会文化旅游管理处负责人杨晓冬说，聚焦冰
雪文化产业链，今冬亚布力还将深度挖掘冰雪文化“基因”，深耕冰雪文化产
业。“我们将加速推进‘十四五’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启动雪博馆维
修改造项目，将其打造成为展示中国滑雪运动发展史、龙江冰雪文化、亚布
力未来规划的冰雪主题综合性博物馆，向游客展示冰雪文化魅力。依托中
国企业家论坛永久会址的优势，举办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滑雪俱乐
部千人封板会等活动，以打造国际会议交往目的地为目标，积极探索具有亚
布力气质的会展经济、会议经济，叫响‘中国的达沃斯，世界的亚布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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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魏振宏 记者唐海兵）记
者从省林草局获悉，日前，全国关注
森林活动组委会公布 2023年国家青
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名录，全国新
增 53 个绿色营地，其中我省方正林
区鸳鸯峰景区、桦南七星砬子东北虎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选。

黑龙江方正林区鸳鸯峰景区营
地占地面积 6792 公顷，营地通过绿
色教育课堂、农耕体验活动、互动游
戏课堂等多种展示形式，为广大青少
年搭建一个集自然知识普及教育，科
学教育、素质教育、社会综合实践为
一体的自然教育大课堂。景区自开
展自然教育活动以来，开展大小自然
教育活动十余场，覆盖400人次。并
于 2022 年承接了由全国绿化委员
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

理局）、全国关注森林活动执行委员
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绿色中国行暨全
国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教育活
动”。

桦南七星砬子东北虎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国家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
营地主要包括施业区内的七星砬子
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樟子
松、落叶松良种基地和局址内的完达
山植物园、桦南百年蒸汽火车旅游区
四部分组成，总面积 559.1 平方公
里。重点打造以自然生态为基底，以
森林小火车文化为特色，以幸福为主
题对接市场需求，提供一流的旅游产
品和接轨国际的旅游服务，建设集文
化科普、特色体验、亲子娱乐、休闲度
假、田园观光于一体的国内首个幸福
主题森林蒸汽小火车体验地。

我省两地入选全国绿色营地

30 日，哈尔滨市道里区松花
江冰面，各种冰雪游乐项目吸引了

许多游客前来体验。
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惊险刺激的

“疯狂八爪鱼”“雪上漂移”“百米冰滑梯”；
也可以骑上冰上自行车、乘坐雪上马车、驾

驶雪上摩托，细细感受冰雪带来的乐趣；还可以
体验儿童雪滑梯、雪上足球、雪迷宫、冰上陀螺等

免费游乐项目。
松花江面成为一个欢乐的游乐场，游客们一边用手

机记录下精彩的瞬间，一边尽情地玩着，乐着。
本报记者 苏强摄

30日，哈尔滨市民和游人纷纷到松花江上赏冰乐雪。在哈尔滨松花江冰
雪嘉年华园区，市民和游客体验滑冰、滑梯、雪圈、冰上自行车等游乐项目。
在热气球与气垫船体验区，游客排起长队，松花江上欢笑声此起彼伏。

本报记者 张澍摄
冰上龙舟大赛、非遗文化展、边城极寒美食节、原创森林冰雪音乐……

30日，大兴安岭第二届极地森林冰雪嘉年华盛大启幕，丰富多彩的各主题
文旅活动，让参与其中的人们体验到了冬日边城呼玛的快乐。

本报记者 张磊摄

详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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