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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钼
本报记者 邵晶岩

年初以来，黑河市林业和
草原局坚持生态优先、项目牵
动、品牌带动，突出抓好碳汇
项目开发、森林草原防火、林
产经济等重点工作，把一张张

“作业图”转变成绿水青山的
美丽画卷。

深化改革
为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黑河市抢抓建设全国首
批碳达峰试点城市的机遇，深
化改革，展开了一系列探索和
实践。

大力推进省级林业碳汇
项目开发。牵头爱辉区、嫩江
市、逊克县、孙吴县合作纳入
省级林业碳汇项目开发面积
1.6 万亩，7 月中旬在哈尔滨签
署龙江绿碳转让协议，实现省
级林业碳汇项目首单交易，森
林的生态价值效应进一步放
大，为全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积极对接国家
林草局调查规划院和省林草
局，参与国家框架下 CCER 林
业碳汇项目，实现绿色优势向
经济优势转化。

实施地方碳票试点，研究
“碳汇+司法”工作机制。去年6
月，爱辉区选取桦皮窑林场
9583.35亩天然林作为试点，林

业碳票核证碳减排量为24925吨，按每吨单价
36元计算，总计收益89.73万元。11月1日，首
张爱辉林业碳票正式制发。12月完成交易6
单，交易量 694.45 吨，金额 25000 元。今年 1
月，爱辉区林草局与爱辉区检察院建立了“公
益诉讼检察+碳汇”工作机制，相关人可通过
自愿认购碳票方式代替履行修复义务。4月，
爱辉区林草局与交通银行签署了关于加强爱
辉区林业碳汇项目建设领域金融服务的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同时还与中国移动、中国邮储
银行、龙江银行签署申购协议，打造零碳营业
网点4处，完成碳减排量交易94.931吨。

高效护绿
筑牢生态保护绿色屏障

黑河市林业和草原局紧紧围绕深化能力
作风建设，开展业务技能讲学比武活动，提升
队伍素质，以主责主业为聚焦点，助力全市生
态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压实压靠“防火责任网”，筑牢生态安全
屏障。分层次建立市、县、场、站四级网格化
管理机制，确保防火责任直抵基层岗位，火源
管控直达山头地块；有效构建“林火阻隔网”，
依托河流、湖泊、耕地、道路和人工构建的阻
隔系统，形成封闭有效林火阻隔和战略防火
通道，有效预防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大
力建设“立体防控网”，运用“智慧林火”卫星
监测平台、林火远程视频监控、无人机等现代
技防综合手段，结合高山瞭望、地面巡护，形
成“五位一体”监测防控网络，实现对林火进
行全时段、无死角防范。

截至目前，全市实现了连续36个防期未
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连续 16 个防期零火
灾的优异成绩，有力地筑牢了祖国北疆的绿
色生态屏障。

绿色惠民
挖掘生态价值点林成金

在位于孙吴县的沙棘基地，枝叶遒劲茂
密、长满棘刺的沙棘林一眼望不到边。孙吴
县采取园林化管理的大果沙棘达到了 3.6万
亩，年产沙棘果实 1000 多吨，成熟的沙棘被
果农送到长乐山大果沙棘开发有限公司加工
成沙棘冰酒、沙棘原浆、沙棘汁等产品,实现
了生态价值的点林成金。

走进爱辉区天运山产品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工人们正在将精挑细选、大小均匀的蓝
莓干倒进分装机器里，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加工成了一袋袋蓝莓果干产品。蓝莓果干已
经远销至韩国、日本等国家，今年，天运山产
品有限公司还成功入选了第二批“九珍十八
品”品牌名录。

黑河市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大
力发展寒地林果、道地北药、森林绿色食品、
特色种苗、特色养殖、生态旅游、优质林粮等
林业产业。指导企业申报省级龙头企业、争
取绿色认证标识，挖掘龙头带动效应，提高林
产品牌知名度。

目前全市共有3家涉林企业、5种涉林产
品入选“九珍十八品”，林下种植小浆果面积
实现5.8万亩，助力打造主营小浆果产品的国
家级龙头企业 1个，省级龙头企业 2个，省级
林下示范基地 4 个，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4.1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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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谷鸿翎）近日，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博物
馆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化建设和服务质量，成功入选
2023年至2024年黑龙江省旅游服务质量优秀案例，10
个旅游服务质量优秀案例中仅两家博物馆入选。

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通过一系列信息化
建设，实现了游客体验的创新与文旅融合的推进，展现
了现代化管理的崭新面貌。

博物馆的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利用“科
技+文化”的传播手段，让游客跨越时空限制，深刻领略
五大连池火山地质、生态演替和景观美学的全球性突出
价值。在2023年4月的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由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支持的《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
博物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代表黑龙江省参
展，并受到高度评价。同年9月，该项目又在中国第十
届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论坛上成功入选“2023文化和
旅游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进一步彰显了其卓越成就。

博物馆在智慧旅游服务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为游客
提供了精细化、高效化、个性化的服务。通过官方微信公
众平台、官方网站链接、展厅内二维码等多种方式，游客
可以便捷地获取展品信息，实现“掌上”看展。自2021年
新馆开馆以来，博物馆已接待海内外游客80余万人次，
策划并组织了200余次科普活动，赢得了广泛好评。

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
博物馆获殊荣

本报讯（记者邵晶岩）年初以来，黑河市爱辉区应急
管理局坚持以“于服务中监管，于监管中服务”为工作导
向，在提高服务质效上狠下功夫，扎实做好非煤矿山行
业安全服务指导工作，推进企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

提升培训与咨询服务质效。加大为企业主要负责
人、专兼职安全监管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力度。积极组
织专家为企业提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安全文化
建设、安全班组建设以及安全技术相关方面的咨询服
务，不断丰富企业厂级教育、车间教育、班组教育内容，
确保企业安全培训教育全覆盖。

多元化方式提升服务能力。结合社会化服务，实行
专家“会诊”监管，通过对症下药，指导、督促企业落实治
理措施、资金、责任及时完成整改。强化微信助力监管，
以微信助力非煤矿山群为载体，通过解读政策、宣传法
治、传播知识、警示教育，以微信互动加强与企业的沟通
联系交流，提升安全服务能力。

以监管服务保障安全发展。在执行既定安全生产
执法检查计划的基础上，紧盯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主动
上门、定期调度、靠前服务，通过“手把手”教学暨“开小
灶”服务向企业提供安全生产重点事项清单、现场讲解
和跟踪调度等方式，指导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应该做
什么、什么时候做、如何做好，认真为企业出点子、想
办法。

爱辉区
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指导

本报讯（记者邵晶岩）上半年，黑河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33.7亿元，增长 25.2%，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22.1个百分点。为有效化解税收收入减收不利影响，
黑河市财政局协调各级财政部门重点加大了非税收入
组织力度，及时沟通省财政厅，解决重大一次性非税收
入缴库存在的困难问题，督导各地全力抓好非税收入
征缴管理，依法依规积极推动非税收入形成量的更高
突破。

下半年，黑河市财政局将继续加大对各县（市、区）
的督导力度，分析研判全年组织收入趋势，把握存量、
拓展增量，依法依规持续抓好组织收入工作，确保完成
全年收入目标任务。密切联系执法部门，依法加速推
进罚没案件的审理工作，争取案件扣押款尽早实现缴
库；按照黑河市“五清”工作要求，在保障机构正常运转
前提下，继续加大闲置资产资源处置变现工作，保持非
税收入征缴强度不减。加大税收收入组织力度，特别
要把控好煤炭企业复产预期，准确掌握矿产类企业纳
税情况，协调税务部门加大跟踪服务力度，实现更多税
收收入。

黑河
非税收入征缴实现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邵晶岩）年初以来，五大连池市坚持
提升民生福祉，将群众“表情包”当作工作的“风向标”，
真正把群众关切的身边事办到心坎上，以实实在在的
业绩赢得群众点赞。

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全力打造紧密型医共体，
加快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互联互通，医共体乡村网络信
息化平台正式投入使用，8 所标准化村卫生室预计 10
月末完工。教育教学成果丰硕，第一中学校获评2023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第二中学校被认定
为首批黑龙江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成功举办朝阳山红
色徒步、第四届“冰钓节”、首届“高老庄”年猪节、荧光
夜跑等文体活动 20 余场，龙头山古墓群、七英雄纪念
陵园晋升为黑龙江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市图书馆
入选 2024 年度黑龙江省“童阅书香飘万家”亲子阅读
体验示范基地。

投入 548.92 万元实施农机采购类产业项目 6 个，
预计 9月末全部投入使用，项目投产后预计年收益 50
万元以上、脱贫户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就业形势稳
中向好，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50万元、灵活就业社会保
险补贴 325.4 万元，城镇新增就业 1571 人。发放救助
补贴资金 3708.52 万元、退役军人安置和优抚资金
542.33万元，完成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扩面，在全省
2023 年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中被
评为优秀等次。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打电信网络诈骗
违法犯罪，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水平不断提升。开展普
法宣传110次，为群众发放宣传单、宣传手册及宣传物
品，为居民提供全方位法律咨询服务，全民学法知法守
法用法意识持续增强。全面排查整治非煤矿山、道路
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行业领域重大安全风险隐
患，检查企业单位 2491 家次，排查的一般隐患已全部
整改完成，圆满完成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成功应
对“6.28”强降雨，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五大连池
办好民生事提升幸福感

整合升级新媒体平台。升级黑河文
旅新媒体矩阵，开通了小红书账号，形成
了用公众号官方发布，用微博号引导话
题，用抖音号和视频号针对不同受众群体
种草，用小红书账号推动完成决策的媒体
矩阵布局。6月24日至今，共发布各类信
息和短视频作品192条，抖音粉丝量提升
120%，微博粉丝量实现翻三倍，并荣获
2023年度创新应用与传播奖。

借势借力头部媒体。为延续春季客
源地城市推介热度，进一步挖掘潜在市
场，参加央视频“早安一起吃早餐”活动，
并在全国网友投票打分中名列全国第四

名。配合人民网开展边境旅游采风活动，
拍摄中俄双子城界江游和逊克生态观光
界江游。多次接受国家级媒体采访，实现
头部媒体高频次曝光。

连续加温网络焦点。吸引“温暖一
家”“小伟叔叔”等自媒体博主赴黑河摄制
优质短视频，不断激发黑河跨境游网络热
度。避暑季以来，“俄罗斯人组团逛黑河
早市”“黑河早市实现水果自由”“一句哈
拉少走遍黑河大早市”等话题多次跻身全
网搜索热榜，全网播放量突破 10 亿。推
动国际化早市再次翻红，成为标志性打卡
地。

加大宣传叫响黑河旅游品牌

黑河避暑边境游
火爆出圈火爆出圈

□本报记者 邵晶岩

孩子们热衷研学，老人们喜欢到黑
龙江边散步，外地游客体验着中西合璧的文

化氛围，俄罗斯游客迷恋黑河的早餐文化……从
6月初开始，黑河夏季避暑旅游旺季就已经到来。

经大数据测算，2024年1月至6月，黑河共接待旅
游者816.72万人次，同比增长59.16%；接待边境旅游者
2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31.68%，旅游收入为60.08亿元，
同比增长126.86%，特别是“百日行动”期间，单日过境游
客突破4000人，黑河市及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一床难求，网
红餐厅一座难求，飞机火车一票难求，逛国际化早市、体
验火山康养、跨境感受俄罗斯异域风情，这些独属于黑河
的标签，让黑河这座边陲小城迎来夏季旅游热。

黑河市结合“跨境旅游质量提升行动”和“全民
护游行动”，全力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
在避暑旅游中突出跨境、康养、研学、自驾

四大特色，着重解决旅游交通、旅游食
宿两个问题，立足线上视频和线下活

动同步宣推，取得明显效果。

今年以来，黑河市有关边
境旅游的惠民政策、文旅活动
和旅游产品等相继推出。黑
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前
部署，春节前就开启了花式宠
客模式。243名俄罗斯雅库特
共和国的“小套娃”来黑河体
验非遗技艺；将鄂伦春族口弦
琴演奏等黑河非遗“搬进”旅
检口岸入境大厅；黑河在全省
率先正式恢复边境旅游异地
办证业务……

在原定 36 条夏季旅游线
路基础上，黑河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亲自谋划“两国五城”
文旅合作，带领文旅企业赴南
萨哈林和庙街踏察，增加“奔
赴山海，探秘黑龙江入海口之
旅”线路，进一步打通俄罗斯
内地城市。

高位推进第十四届中俄文化大集，
推出 4 大板块，18 项特色活动。成功举
办全民运动会、中俄非遗游园会、五大
连池火山圣水节、库木勒节、初伏节等
活动，实现月月有盛会、周周有亮点。

大力发展新兴业态。在黑河早市
持续爆火的基础上发展夜市，形成早
市和夜市联动，进一步覆盖年轻游客
群体。五大连池风景区启动夜游，中
俄民族风情园引入旅拍和马戏，中国
瑷珲国际汽车营地建设水上乐园，新
生鄂伦春族民俗旅游景区增加了传统
迎宾仪式和非遗展示，朝阳山推出原
创舞台剧《梦回朝阳》，雪花、青岛等啤
酒企业沿江建成多处啤酒广场，举办
啤酒节活动等，丰富了黑河旅游的玩
法，增强了游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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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开展“全民护游”。今年夏季，黑
河市全面启动“全民护游行动”，聚合口
岸、海关、边检、公安、商务、文旅、市场等
涉旅部门力量，在全市A级景区公布举报
电话和咨询热线，24小时专人接听，并形
成快速响应机制，确保事不过夜，为广大
游客保驾护航。辟建的大黑河岛汽车营
地，受到全国游客好评。

全面改善旅游交通。由黑河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牵头调研通关效率问题，并与
俄方沟通，实现俄方周六加班审批，在黑河
口岸建设了户外休息区，缓解了口岸大厅
游客聚集。开通了“深哈黑”航线和“哈黑
漠”航线，招徕了广东至黑河跨境旅游专
列，建成了大黑河岛房车露营地，谋划了黑

龙江游江和五大连池风景区夜游项目，实
现水路空及出入境口岸全面升级。

智慧文旅领先一步。“蝴蝶云谷——
中俄通”实现了语言、服务、信息、交通、支
付、应急、通行七大领域一站式全流程中
俄双语无障碍服务。避暑季依托口岸、机
场、车站、酒店、饭店全面推广，目前平台
已入驻商户151家，新注册活跃用户达到
3000 多人，其中俄罗斯游客注册量达到
537 人，出租车订单 2265 单，为俄罗斯游
客发放提供数据保障的免费手机流量卡
97张，日翻译应用活跃用户1000余人次，
用户调研反馈满意度达到98%，平台已形
成覆盖主城区的基础生态圈，推广初见
成效。

瞄准需求全面提升旅游服务

黑河美景。葛伟摄

外地游客在房车营地避暑。于福庆摄

疗养人员清晨排队进入北药泉灌矿泉水。 黄宝印摄

在黑河自贸片区C地块，黑河
公路口岸互市交易点项目、跨境电
商产业园项目、互市贸易产业园项
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黑河公路口
岸互市贸易交易点项目已完成9个
单体主体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项
目已完成2栋19层数字经济大厦主
体施工，目前正进行内外装饰装修，
预计 2024 年年底投入使用。互市
贸易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竣工
验收，达到投入使用条件。项目建
成后，将对黑河发展数字产业、进出
口落地加工、加快发展边民互市贸
易提供强有力保障。

本报记者 邵晶岩摄

自贸片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