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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卓 本报记者 刘大泳

元旦期间，佳木斯市各大商场和店铺纷纷推出多种形式
的打折促销活动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眼球，而政府消费券的
发放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应，既满足了市民的购物需
求，也促进了佳木斯商圈迎来“开门红”。

1月1日，在大商集团百货大楼，一楼首饰卖区各品牌都
有不同的促销活动。据了解，大商集团元旦当天开展的黄金
民俗节活动，将延续到 2 月末。元旦期间，消费者可以享受
到商家与消费券补贴的双重优惠。

长安路两侧专卖店众多，商家利用音箱或电子显示屏宣
传店里的促销活动，使街道更显热闹。

在广汇电器商场，假日期间前来购买家电的消费者络绎
不绝。市民冯女士正忙着帮即将结婚的孩子购买家电，她
说，孩子们早就选好了商品型号，就等着全家人一同来抢消
费券，再结合商家的优惠活动，几件家电的购买价可以省出
一台电器的钱。

元旦期间，广汇电器跨年夜延长营业时间，不但有厂家
让利，消费者刷卡结算还有满减优惠，加上消费券补贴，消费
者得到了更多的实惠。与去年同期相比，商场的营业额有所
增长。

万达广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特别是三楼儿童游乐
区，VR游戏设备座无虚席，一些热门游戏前还排起了长队，
休息区坐满陪同的家长。一楼的玩具店也是比较火爆的区
域，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选购玩具。“我孙子快放寒假了，送
他一套积木作为新年礼物。”一对老夫妻说。

记者从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了解到，今年元旦期
间，佳木斯市共发放 80 万元的消费券，直接带动消费 646.4
万元，辐射带动消费 3973.4 万元，较 2023 年同期增长了
11.9%。

深夜的美食抚慰人心。 张大炜摄

商圈迎来消费开门红

本报讯（王蕾 记者刘大泳）自“招商之冬”活动开展以来，
佳木斯市重点围绕全省建设“4567”现代产业体系，紧抓“千百
十”产业量级提升工程，充分利用高交会、亚布力论坛等国省
级重大经贸交流活动，进博会、广交会等国家级对外交流开放
平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全力推动冬季招商取得新实效。

2023 桦南县“桦向未来携手共赢”产业合作对接系列活
动·环渤海经济区大连站现代服务业专场成功举行，签约了一
批高端优质的“链群配”项目；以“同频共振大湾区，同向发力
共发展”为主题的东风区·深圳市招商引资推介活动中，农副
产品精深加工、种子“育繁推”、农机装备制造、船舶制造、医药
化工、中国牙城、卫星产业等被深圳市 200 余家企业深度了
解；东风区赴成都鑫和实业有限公司、金市达（上海）公共安全
器材有限公司和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就
打造专业化工业园区项目、应急物资产业园项目及产品进出
口销售达成合作共识……优势资源“走出去”，实力企业“带回
来”。

佳木斯将围绕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招商，以智能农机、新能
源装备、生物医药、对俄资源精深加工、口腔医疗、冷水鱼等作
为产业链招商的总抓手，系统梳理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关键
平台、核心技术、发展短板等，以提升配套率和产业聚集度为
导向，着力构建产业链生态圈。同时，鼓励开展区域协同招
商、探索基金和轻资本招商、加大力度开展境外招商，以“投资
中国年”为契机，畅通海外招引渠道，引导外资重点投向先进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以及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
域，为佳木斯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招商之冬”提速项目建设

□胡耘翰 本报记者刘大泳

流光溢彩的冰雕作品，动感
嗨唱的歌曲串烧，令人胃口大开
的东北美食……隆冬时节，掏出
属于佳木斯人的满满诚意，冰雪
旅游、冰雪运动持续升温，让四海
宾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佳木斯冰雪大世界一直是冬
季市民必去的打卡地，照一张合
影，留住美好时光和记忆。今冬，
冰雪大世界以《格林童话》《安徒生
童话》卡通动漫元素和“龙”元素为
主题，大小冰雪景观约30处，把一
个美轮美奂、惟妙惟肖的冰雪乐园
奉献给广大游客。“没想到佳木斯
这么多好玩的，我和朋友们打算再
留几天，去滑雪，去看东极日出。”
来自安徽的小李对记者说。

超长璀璨的七彩冰滑梯，驰
骋在皑皑白雪中的雪地摩托，刺
激的雪上旋转飞碟……娱乐和文
化双重体验的舒爽和快乐拨动着
大人和孩子的心弦。市民刘先生

带着一家三口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刻的美好：“我们
每年都带孩子来玩一玩滑梯、雪圈，这是我小时候
的游戏，现在我也想将这份快乐传递给孩子。”

说到冰雪，那就不得不提到滑雪。
“现在每天都会有很多人预约体验滑雪运动，

周末高峰时段日客流量达到500余人。”郊区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孙晓丹介绍道，自今冬滑雪
场开放以来，人流量不断增加，创历史新高。

佳木斯郊区松花江敖其湾滑雪场全面升级，
引进进口压雪机、雪地摩托，滑雪装备全部更新，
对滑雪场雪道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满足大体量
接待需求。配有餐饮、商超、沙发休息区，建成冰
雪旅游、休闲娱乐服务区综合体。在安全防护上，
配备18名专业滑雪教练和4名国家级滑雪训练队
特邀教练，并通过滑雪俱乐部、旅行社、线上抖音
短视频平台对滑雪场进行全方位宣传，让更多群
体了解滑雪场最新动态。“我非常喜欢滑雪，也在
这里体验到了雪地摩托、单板、爬犁等娱乐项目。
我喜欢中国，喜欢佳木斯。”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
好运感触良多。

佳木斯以冰雪为媒，深耕服务质量，优化服务
细节，多业态融合推动冰雪经济发展，挖掘自身潜
力，用好冰雪资源，为释放消费潜力创造更多机
遇。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佳木斯冰
雪经济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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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蕾 记者刘大泳）近日，佳木斯市交通运输局出
重拳整治出租汽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8名违法违规情节严
重、社会影响较大的出租车驾驶员被注销出租车驾驶资格，2
年内禁止从事出租汽车驾驶员职业；45 名多次被投诉、处罚
的出租车驾驶员被勒令停业整顿，并分批次接受教育培训，培
训结束经考试合格后方可继续上岗，其所属 8家出租汽车公
司相关负责人一同参与培训。

交通局通过印发《致出租汽车驾驶员一封信》，倡导全市
各出租汽车企业和出租车驾驶员签订《出租汽车企业文明服
务承诺书》《出租汽车驾驶员文明服务承诺书》，承诺以诚信经
营、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市民对出租
车行业满意率大幅度提升。

佳木斯市将继续加大整治力度，重点对出租车拒载、途中
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未经乘客同意搭载其他乘客；不按照
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不按照规定使用巡游出租
汽车相关设备；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在机场、火车站、汽
车客运站等客流集散地不服从调度私自揽客；不按规定出具
相应车费票据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打重处。

出重拳整治违规出租车

□吴双 本报记者 刘大泳

佳木斯深度融入“4567”现代产业体
系，垦地合力推动大三江一体化建设，与北
大荒集团合作共建国家大马力农机装备研
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倾力打造“农机装
备产业共同体”，农机装备产业发展迸发出
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佳木斯坚持聚焦服务农业强国建设，
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全市
拖拉机、播种机、插秧机、收获机械等主要
农机具保有量 45.7万台（套），农业综合机
械化率达到99.12%。

从“新中国第一台脱粒机、第一台轮式
拖拉机”的产地，发展成为我省高端智能农
机产业基地，佳木斯拥有东北三省最完善
的农机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应用场景。目
前，佳木斯有全省东部地区最大的农机经
销市场，全域农机经销额占全省50%以上。

发展农机，佳木斯有政策之利。国家
和省的支持政策叠加，政策红利和各类资
源加速向佳木斯汇集，强力支撑农机产业
发展。

发展农机，佳木斯有产业之基。历经
70余年的发展建设，培育出具有很强竞争
力的 51 户农机企业，研发生产以动力机
械、收获机械为主，橡胶履带、农机V带等
配套产品为辅的7大门类80余种系列农机
产品，广泛供应全国农机市场。

发展农机，佳木斯有市场之广。依托
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黑瞎子岛口岸优
势，直面俄罗斯 1 亿亩耕地资源，研究显
示，俄罗斯农机对外市场需求在 180 亿元
人民币左右，自 2024 年起，进口份额高达
90%，对中国农机的需求量极大。

发展农机，佳木斯有资源之丰。拥有
全国 9 个之一的农高区，有 8 个省级开发
区，全市农机行业从业人员总量超 5000
人。院校储备技能人才超2000人，还将与
北大荒农服集团、洛阳智能农机研究院三
方合作，设立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分中
心，为农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发展农机，佳木斯有根基之实。2022
年，北大荒集团又与佳木斯市政府达成“共
建大三江垦地融合示范区”合作，双方联合
招商，共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黑龙江、北大荒集团被选定，承担建设
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
广应用先导区的任务；北大荒集团明确，在
佳木斯建设农机研发制造基地，以北大荒
近 5000 万亩耕地，以及今年辐射全国的
7800 万亩次耕地，作为应用场景，构建研
发制造、熟化定型、应用推广“三位一体”的
新模式，全力打造“北大荒垦征”农机品牌。

“破解农机核心关键技术‘卡脖子’问
题，是政府、科研院校和企业共同的责任与
担当，北大荒集团坚持‘以用促研、以研促
造、产销联动、销用结合’的农机产业发展思
路，不断加强与佳木斯市等地方政府合作，
扩大与农机企业、科研院校合作范围，合力
推动国家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与佳
木斯市政府的合作，北大荒集团总经理杨
宝龙传递出产业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未来，佳木斯将以打造“北国农机城”
为发展目标，打响“卡脖子”技术攻坚战，加
快推动重要农机装备国产化替代，加快形
成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的产业技术优势和生
产制造优势，把佳木斯建设成为大马力农
机示范先导区。

垦地共建大马力农机示范先导区

近日，佳木斯市桦川县书香小学以“逐梦冰雪 强国有我”
为主题，开展了系列特色冰雪嘉年华活动。孩子们走出教室，
奔赴冰雪赛场，感受冰雪的魅力。少年们在拥抱冰雪的同时
也为弘扬家乡冰雪文化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宋洋摄

逐梦冰雪

““木斯香木斯香””的米香喷喷的米香喷喷。。

电机厂生产车间电机厂生产车间。。

丰硕的果实展示丰收的喜悦。

大农机在稻田里驰骋大农机在稻田里驰骋。。

冰雕引来游客驻冰雕引来游客驻
足拍照足拍照。。 张大炜张大炜摄摄

滑 雪 爱 好 者滑 雪 爱 好 者
在皑皑白雪中在皑皑白雪中““漂漂
移移”。”。 张大炜摄

□丁超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1月 4日，佳木斯市委十四届五次全

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总结
2023年工作，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
统部署今年重点工作任务，号召全市增
强信心底气，聚力攻坚突破，谱写全面建
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新篇章。

回望来时路，满心皆澎湃。刚刚过
去的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佳木斯全市上下迎难而
上、砥砺前行，现代化佳木斯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

一年来，佳木斯市锚定产业第一，推
动经济积厚成势，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3.6%，列全省综合性城市第2
位。着力重农抓粮、夯实农业基础，粮食
总产达到228.6亿斤，实现“二十连丰”，在
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中列第1
位。加大改革力度、提升开放水平，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 136 项改革任务全面完
成，市县两级依申请事项提速率95.89%，

“一网通办”率98.74%，“一次办”事项占比
超过99%；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佳木斯协同发展先导区正式获批，1至11
月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113.2亿元。推进
生态保护、深化系统治理，厚植高质量发
展的绿色底色。坚持人民至上，就业、公
共服务水平、教育、医疗、文化、民生保障
水平极大提升。健全民主法治、统筹社会
治理，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突出
严字当头、切实转变作风，充分发挥全面
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站在新的起点，佳木斯面临重大机

遇：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带来的战略机
遇，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带来的赶
超机遇，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带来的发
展机遇。同时具备资源禀赋优势、现代
农业优势、工业基础优势、开放前沿优
势、区域中心优势。时势俱备，唯有抓住
机遇，择机奋起，方能乘势而上。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2024年，佳木斯市坚持农业立市、工业强
市、创新活市、开放兴市，以“千百十”产
业量级提升工程为总抓手，聚焦“首要担
当”，大力实施粮食产能提升攻坚行动，
在发展现代农业上实现新突破；聚焦实
体经济，大力实施产业扩量提质攻坚行
动，在壮大优势产业上实现新突破；聚焦

“一桥一岛”，大力实施对俄合作深化攻
坚行动，在扩大对外开放上实现新突破；
聚焦深化改革，大力实施营商环境优化
攻坚行动，在增强发展活力上实现新突
破；聚焦“第一动力”，大力实施科技创新
引领攻坚行动，在推进动能转换上实现
新突破；聚焦“生态江城”，大力实施城市
品质提升攻坚行动，在彰显特色风貌上
实现新突破；聚焦旅发大会，大力实施特
色旅游发展攻坚行动，在文旅深度融合
上实现新突破；聚焦群众所盼，大力实施
民生福祉增进攻坚行动，在提高幸福指
数上实现新突破；聚焦重点领域，大力实
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在强化本质
安全上实现新突破；聚焦共建共治，大力
实施基层治理赋能攻坚行动，在促进和
谐稳定上实现新突破。推动形成政治领
航提升年、宣传质效提升年、组织功能提
升年、工作落实提升年和正风肃纪提升
年。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

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
好态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
加快建设“六区”，打造“八中心”，以佳木
斯的“稳”“进”“立”为全省大局多作贡
献。

百舸争流千帆竞，借海扬帆奋者
先。反复淬火方能百炼成钢，不懈奋斗
才能书写成功。面对新征程新使命，佳
木斯全市上下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
进取心，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的情怀投身新时代，展现新作为，为
加快推进佳木斯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
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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