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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时下，黑龙江冰雪旅游持续升温，龙江森工迎
春局公司主动抢抓冰雪热“流量密码”，携“迎春黑
蜂”系列十余款产品，走进雪乡景区、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索菲亚教堂等多个当下旅游最火热的景点，
通过“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营销模式，开展宣传推
介活动。

在雪乡景区内的龙江森工食品展销中心以及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黑土优品店内，迎春局公司开展
了蜂产品现场展销推介活动。线上，多位拥有百万
粉丝的网红通过展示蜂蜜产品的品质、优势和特
色，以直播宣传、挂“小黄车”等方式与观众互动交
流、介绍产品，引得观众争相下单购买；线下，3款蜂
蜜酒、十余款蜂蜜精彩亮相，引来众多游客驻足咨
询、品尝、购买。

此外，迎春局公司携产品参加了索菲亚大教堂
旅拍基地采购选品活动。随着广西回赠哈尔滨的
砂糖橘等水果抵达，迎春局公司还积极参与黑龙江
省农投产融主办的“南宁砂糖橘沃柑爱上龙江黑土
优品”活动，免费提供上万份便携装黑蜂椴树蜜，作
为龙江伴手礼回赠给广大南方游客，以此提高“迎
春黑蜂”品牌知名度。

“近期，黑龙江省的冰雪旅游热为我们的产品
推广提供了绝佳机会。通过参与系列活动，有效提
高了迎春黑蜂的知名度和销量，为产品开拓了更大
的市场空间，同时也为黑龙江的旅游业增添了一份
甜蜜特色。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聚焦旅游市场，进
一步加大品牌宣传和营销力度，让更多黑蜂产品走
向全国。”迎春局公司蜂产品公司负责人陈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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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业内人士表示，说不清哈尔滨爆火的具体时
间，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哈尔滨“出圈”绝非偶然，正如当下冰雪
旅游成“顶流”，冰天雪地正加速变为“金山银山”一样，显见和必
然。

游客说，一切缘于“尔滨”变了。切块摆盘的冻梨、萝卜，新
鲜出炉的索菲亚教堂蛋糕，配勺吃的烤地瓜，撒糖的豆腐脑……
连日来，哈尔滨各种花式“宠粉”，让旅游体验感和氛围感持续飙
升。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哈尔滨啥好东西都往外掏：
冰雪大世界2023年12月18日提前开园，创意推出人造月亮、飞
马踏冰、狂飙气垫船、冰面热气球，在机场和火车站大厅加入交
响乐演奏……“一天一个新花样”。“尔滨”还有求必应：地铁推出
免费“摆渡票”、文旅部门发布大雪人地图和旅游攻略、中央大街
为地下通道铺地毯、志愿者免费提供红糖姜茶……政府部门和
普通市民满腔热诚，感染着八方游客，像被家里人一样关怀、体
贴，谁能不心动啊？

旅游研究学者说，哈尔滨厚积薄发，为这波爆火做足了准
备。“我姓哈，喝阿哈，五湖四海谁都夸……”去年9月，哈尔滨文
旅部门就策划推出颇具“网感”的宣传片，“欢迎来北境”“霍格沃
茨哈尔滨分茨”等符合年轻人喜好的短视频密集发布，为冬季旅
游积累人气。

冰天雪地成金山银山，“尔滨”出圈有道理

“尔滨”凭啥这么火？要“尔滨”自己说，能吸引、承接超规模
的游客量，咱是有底气有根底的。

首先，国家对东北冰雪经济发展的政策引导与支持，是最大
的底气。黑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蓝图早已绘就：
到2030年，将构建起“冰雪+”多元化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核心冰
雪产业做强做大，大冰雪产业生态圈更加完善，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全国领先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龙江实践模式。冰雪
体育产业领跑全国，冰雪文化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冰雪装备产
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建成国际冰雪旅游度假胜地。去年9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要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
把发展冰雪经济作为新增长点，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
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有丰富冰雪文化的哈尔滨，紧紧
抓住城市独特资源，瞄准发力点，找到突破口，乘势而上，生动演
绎“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冷资源”真正变成了“热经济”。

再说资源禀赋与城市核心竞争力。黑龙江有“冰雪之冠”美
誉，冰雪资源、冰雪文化、冰雪旅游、冰雪服务在区位、市场、品牌
等方面优势突出。哈尔滨号称“冰城”，不仅有千里冰封的风土
人情，而且有百年积淀的人文底蕴，东西方文化交融，充满国际
大都市风采，欧式建筑、音乐文化和俄罗斯风情魅力独具。近年
来，哈尔滨统筹发展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四
大重点冰雪产业发展集群，成为带动冰雪旅游的根底。哈尔滨
的冰雪文化和冰灯冰雕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久远。中
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创办于 1985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
冰雪活动为内容的国际性冰雪盛会，已成为与日本札幌冰雪节、
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和挪威奥斯陆滑雪节齐名的四大冰雪
节。冰雪大世界已连续举办 24届，新冠疫情时也未间断，央视
春晚的哈尔滨分会场也曾设在冰雪大世界。可以说，在城市品
牌特别是冰雪旅游品牌建设上，哈尔滨一直稳扎稳打。

再次，围绕做精做强特色文旅，黑龙江、哈尔滨那是早早铆
足劲下足了功夫，不断创新旅游项目，赋予冰雪经济不一样的魅
力。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黑龙江为把冰天雪地转变成金山银
山，久久为功准备多年，而哈尔滨在2023年1月份就开始谋划夏
季的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和冬季的冰雪旅游“百日行动”，之后
策划了很多流量 IP引爆黑龙江旅游市场，比如“逃学企鹅”“歌
声里的黑龙江”等等。1月 3日，哈尔滨市文旅局回应爆火现象
时也表示，整个冰雪季包括群众文化活动设计多达100项。1月
5日晚，第40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盛
装启幕，无疑为火出圈的“尔滨”再添一把火，将冰雪旅游再次推
向新高潮。

哈尔滨在冰雪旅游方面的投入和努力有目共睹，网友尤其
点赞“尔滨”以游客思维换位思考，对游客需求快速回应，精细贴
心服务令游客踏实、安心、自在。比如，有游客提出在索菲亚教
堂拍夜景时拍不到月亮，哈尔滨就用无人机将一轮直径 5米的

“人工月亮”悬挂到 40米高空中，惊呆网友好评如潮。又比如，
有游客说天太冷了，就造了很多的小暖房子，让游客感到舒适和
温暖……以客为先、以客为尊、以客为亲，哈尔滨围绕服务品质
提升开展“滨滨有礼”行业风采展示活动、“窗口服务体验官”活
动等等，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倾力打造“冰雪文化之都”。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那就是哈尔滨本地人无法言喻的豪天
热情，一幕幕以真心换真心的故事、场景，让远道来客遇见冰雪
遇见暖，不负美景不负情。正如哈尔滨市在新年前夕致全市人
民的一封信中所写：虽然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但是火爆的热
情、升腾的烟火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每一位市民的努力
坚守和辛勤付出，彰显了冰城人“礼迎天下客、冰雪暖世界”的敦
厚与担当。这是一场无须号令的全城行动，每一次的自发自觉
都是冰城人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人人都是城市温度传递者。

“尔滨”引爆全民狂欢，冰雪奇缘天天上演

五彩斑斓的“小公主”“小金豆”们徜徉在大街小巷，手里的
哈尔滨红肠、马迭尔冰棍、尹胖子油炸糕，为这个冬天增添了别
样的韵味。中央大街、红专街早市、道里菜市场人声鼎沸，冰雪
大世界、雪乡、亚布力滑雪场、漠河等地“热雪沸腾”，酒店和澡堂
里一排排行李箱拉满氛围，大雪人温暖治愈，万人大蹦迪、超级
冰滑梯、泼水成冰……勾勒出一幅幅风情绝美的北国画卷。

有评论说，哈尔滨的这个冬天，是东北的“春天”。
“尔滨”激活一池“春水”，各地纷纷抢抓“白雪换白银”的契

机；“尔滨”冬日里的这把火，在白山黑水间激发出强大的动能。
远不止于此。“尔滨”引爆了全民狂欢，四面八方的游客积极

回应热烈奔赴——
继11名广西“小砂糖橘”在龙江打卡引发全网追更，云南的

“小菌主”又来了，贵州的“小折耳根”、河南“小豫米”、四川“小熊
猫”……全国各地的娃娃团纷纷勇闯哈尔滨，声势浩荡。

为感谢龙江人民对“小砂糖橘”的一路呵护与宠爱，广西开
启“花式答谢”——南宁把沃柑、砂糖橘连夜送往东北，给哈尔滨

“老铁”免费品尝，广西崇左推出45家景区向东北三省游客免费
开放一个月的“致谢”活动。随即，龙江蔓越莓“回抱”广西砂糖
橘，10 万盒蔓越莓从东极抚远发往南宁；漠河小蓝莓与云南西
双版纳也开始亲密互动……跨越几千公里的大联欢、南北双向
奔赴的暖心之旅，一时成为全网热传佳话。

“哈尔滨绽放的雪花，是旅游业的繁花”，“尔滨”火爆出圈，
引发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文旅喊话和旅游热潮。

这座老牌东北重工业城市再次走进全国乃至全球视野，尤
其是凝聚起无数年轻人的目光。

冰雪旅游季节性强，如何让一季冰雪激发全季动能，探索一
直在路上。哈尔滨成功获得第九届亚冬会举办权，目前正加大
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冰雪场馆升级改造，全年可承办百
余种冰雪运动赛事。

相信并祝福“尔滨”，以更高的智慧、更久的耐心，夯实城市
旅游发展的硬实力；抓住“出圈”机遇，打造驰名海内外金名片，
倾情拥抱文旅消费的春天。

哈尔滨是怎么变成“尔滨”的

本报9日讯（记者邵晶岩 曲静）9
日，第三届黑河寒区试车节暨 CCPC
中国量产车大赛 2024 年度首站赛启
动。此次活动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优秀试车手和汽车厂商代表，共同
挑战严寒，展现主流车辆极限性能的
同时，也为广大汽车爱好者献上一场
极具运动性、挑战性和观赏性的寒区
试车大赛。

第三届黑河寒区试车节再度与
CCPC 中国量产车大赛强强联手，在
活动中融入了城市巡游、漂移表演
赛、冰雪挑战赛、车王争霸赛等诸多
板块，共有来自近 20 个品牌的 40 余
款车型参与系列活动，无论在赛事规
模、专业程度、赛项丰富度上都首屈
一指，更能提高观众的参与度与体验
感，更好展示黑河独特的区位优势、
富集的优质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多元的文化魅力。

试车节上，百度作为全国高阶自
动驾驶的头部企业，在黑河市国际商
贸中心展出了 L4 级别自动驾驶公交
巴士 Apollo RoboBus，并揭秘了支撑
自动驾驶背后的数据标注产业。

第三届黑河寒区试车节启动

百度自动驾驶公交巴士亮相黑河寒区试车节。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王彦

在齐齐哈尔，有一支公安心理服务队，为
干警提供心理支持的同时，也为百姓提供志
愿服务。他们的服务热线开通 5 年来，每天
都有人24小时值守，随时接听各类来访者的
电话咨询。

服务队的负责人，是从警 33 年的刘爽，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心理中心的专职心理民
警，也是该市迄今为止唯一一名注册系统心
理师。

2002年，公安部要求加强基层民警心理
健康工作，公安心理工作开始进入人们的视
野。此后十多年间，刘爽先后辗转在经侦、督
察、监管、户政、科技等十余个岗位，无论在哪
儿，她都没有放弃对心理学的研究和探索。
其间，她通过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考试，利
用业余时间学习专业心理技术，并一直兼任
警训支队心理教官，同时也为重特大案件心
理失常被害人、嫌疑人作心理支持和监控。

2015 年 5 月，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决定成
立民警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刘爽负责筹备工

作。一把塑料椅、三间空屋子，还有一个她，
开始了创业。跑资金、做方案、购买设备、装
修功能室、培养人才……仅用2年时间，齐市
的公安心理工作就从无到强，逐步走到了全
省公安机关的前列。

在服务公安机关内部的同时，刘爽从近
200 名公安心理咨询师里优中选优，又组建
了随时能够集结为 50 人的鹤城公安心理服
务队，全方位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心理服务。

谈及志愿服务，刘爽的声音显露出藏不
住的兴奋：带着队员在齐齐哈尔市图书馆开
展心理讲座，为青少年、学生家长以及老人送
上心理健康知识；在社区组织团体辅导，为失
独家庭送上心理慰藉；在新冠疫情封闭隔离
小区，为居民提供抗疫心理支持……忙忙碌
碌填满了她的全部业余时间。

据统计，鹤城公安心理服务队参加省、市
组织的志愿服务累计超过2000小时，刘爽个
人累计超过1800小时。在云端，她线上驰援
武汉、远程服务哈尔滨，帮助齐市各县区的养
老机构，友情支援韩国留学生开展国际抗疫
服务；线下，她为部队、社区、学校、敬老院举

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为齐齐哈尔日报、鹤城
晚报撰写心理科普文章，通过电视台、广播电
台、文明鹤城公众号宣传心理知识，塑造了美
丽公安心理人形象。

鹤城公安心理服务热线常年捆绑在刘爽
的私人手机上，半夜三更接听来电是常事儿。

2022 年 3 月的一个深夜，一个女孩打进
热线说不想活了，吃药前要找个人说说心里
的委屈。她告诉刘爽，自己来自富裕县，是名
高三学生，也是个孤儿，由于家庭困难考试成
绩又不理想，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刘爽一边
倾听讲述，一边安排服务队员核实女孩的身
份和位置，直到女孩最终放弃轻生的念头回
到了临时住所。之后，每周刘爽都会对女孩
给予2到3次耐心细致的心理疏导。

她不仅用专业的心理知识消除女孩的不
良情绪，还用爱与温暖鼓励女孩重拾对生活
的信心。在长达 3 个月的努力下，女孩的状

态越来越好，重新回到学校并顺利参加了高
考。当年 8 月，刘爽接到了女孩考入某大学
社工系的消息。

爱出者爱返。刘爽帮助过的很多人后来
也加入到志愿者服务组织中来，一位因火灾
失去父母的北京青年，两年后也成为了一名
志愿者；2021 年帮助的两名贫困大学生，不
仅在学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以无私的志
愿服务获得了大学优秀志愿者称号……

心理服务不但耗费体力，还非常累心。
刘爽告诉记者，“我已经50多岁了。2023年，
血糖、胃和结肠都查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志愿服务中，我也会受到冲击，感到愤怒，感
到悲伤，感到无力。我也需要接纳现实，不断
强大自我。但是，志愿服务令我每天都过得
无比充实。以后，我会一如既往地为基层民
辅警、为普通百姓多做力所能及的心理服
务”，她说。

穿警服的“心助者”

□刘守辉 陈冬 王衍龙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雪乡景区自 2023 年 11 月 10 日开园以
来，游客持续火爆增长，日均入园游客在万
人以上，亚雪公路作为进入雪乡景区的三大
旅游公路之一，承载着70%以上的客流量。

受雪乡“夏无三日晴，冬雪漫林间”的独
特气候影响，雪乡景区雪量大，极端天气较
多，旅游公路清雪保畅工作责任重大，任务
艰巨。

龙江森工大海林局公司道桥养护中心
清雪、防滑、除冰“三件套”并举，循环作业不
停歇，全力以赴做好道路除雪保畅工作，护
航旅游生命线。

清雪：循环清

纷纷扬扬的雪花，是喜悦的暗语，更是
随时待命守护的号令。

1 月 7 日 9 时，道桥养护中心雪乡站的
滚刷车司机刘绍兴正跟在铲车、平地机后面
作业。“你看，已经露出公路地面，今天的清
雪作业就结束了。”刘师傅笑容里略显疲惫，
原来，这已经是他连续 3天凌晨 2点开始清
雪作业了。

雪乡站副主任李文才告诉记者，为错开
游客入园和出园高峰及保障公路正常通车，
清雪作业要在早晨 7 点之前完成，所以，凌
晨 2 点清雪作业是常态化，如果雪量大，就
要随下随清，负责清雪作业的师傅们一晚上
仅睡 2 个小时的觉是常有的事。由于雪量
较大，每轮除雪后工人们必须及时对设备进
行检修养护，确保下一轮清雪顺利高效进
行。

“4 日晚上的那场暴雪，亚雪公路积雪
最深处有 50 厘米，为了尽快清除积雪，我
们从当晚 8 点开始清雪，直到第二天上午 9
点结束。中间只有 12 点多回来加油的时
候打了个盹儿。为了保畅通，大家都习惯
了。”刘绍兴对这样的工作状态已经习以为
常，“通常一个路段来回清完近 5 个小时，
我们车上有面包和水，饿了随时就补充点
儿。”

说话间，天空中又飘起雪花。“雪一直
下，就要一直循环清雪。”李文才很心疼大伙

儿。连续近 12 小时的工作量，工人们虽然
吃不消，但是遇到极端天气，大家说，只有两
个字“克服”。

防滑：不间断

道路安全畅通，公路人时时放心不下。
“亚雪公路要不间断防滑。”“风大易起

雪棱子的特殊路段要安排斜铲留守，及时清
雪防滑。”道桥养护分公司主任王金虎路过
作业现场，对特殊路段作业反复叮嘱。

早晨7点，负责防滑作业的工人师傅准
时上岗，装上防滑料，对完成清雪作业的路
段铺洒防滑料。防滑作业必须紧跟清雪作
业的步伐，特别要做好特殊路段的防滑，提
高路面防滑系数。

“防滑作业一天至少要 3 次，极端天气
要做 4 次防滑，每天要消耗防滑料 100~160
立方米左右。”记者在李文才的介绍中得知，
受极端天气影响，今冬防滑料消耗量大，要
分别从局址、亚布力等多处购买，才能保证

作业需求。
每天要铺洒100多立方米的防滑料，工

人师傅们也在实践中琢磨出了小妙招，经过
改装后的翻斗车，底部仅开 10 公分左右的
一条缝，可均匀地铺洒防滑料，省时省工又
省力。

除冰：有妙招

不下雪，养护站的工人师傅们在干啥？
破冰！结冰的路面如同公路上的“狗皮

膏药”，必要除之而后快。
早上5点，破冰小分队已经开始作业。
一台焊满竖“齿”的铲车经过，冰面被分

体，犁成一条条竖沟，随即，布满横“齿”的破
冰机压过来，纵横交错间，冰面被切割成一
个个小方块，层层瓦解，再经过滚刷机的刷
扫，路面逐渐显露出来。

“工人师傅们受破冰机横向齿的启发，
结合种地使用的耙子原理，集思广益，在铲车
的铲斗下面用废旧弓子片焊成耙子，研究出

了这个‘除冰耙子’，除冰效果很好。”看着这
台焊满竖“齿”的铲车，李文才自豪感十足。

巡查：无死角

公路人永远在路上，这话不假，为确保
公路安全畅通，不仅清雪、防滑、除冰的工人
们在路上，道路巡查更是检验清雪、防滑、除
冰“三件套”工作成效的一把尺子。

“每条公路都要看到，发现问题第一时间
协调设备处理。弯道宽度不够就要立即进行
加宽，发现雪棱子要马上通知附近铲车进行
清理。”道路巡查是李文才每天的“必修课”，
而每天至少400多公里的车程也是“标配”。

时光无声，走过四季。黑夜里穿梭在崇
山峻岭间，悄悄地来，黎明的曙光前掸落一
身的霜雪，静静地离开。以路为业，以站为
家，他们就是默默奉献、履职尽责的公路养
护人。

那一抹橘红，是公路最美的风景，是最
值得信赖的守护。

以站为家，全力守护亚雪公路

集体“作战”。 本报记者 李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