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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是哈尔滨音乐日，哈尔滨音乐
厅也向市民开放免费参观。

作为全国首个以音乐命名的城市主题
日，为了让“音乐之城”响起来、动起来，擦
亮城市名片，扩大哈尔滨的国际影响力，哈
尔滨市举办了一系列音乐主题活动。

据了解，“哈尔滨音乐日”设立后，每年
的“音乐日”哈尔滨都将组织群众和专业院
团演出、音乐作品比赛、群众歌咏比赛、“大
师班”音乐讲座、音乐艺术展等活动；持续
推出“音乐日”惠民活动，并开放大剧院、音
乐厅、音乐博物馆等供市民免费参观。让
市民分享“音乐日”带来的快乐，实现文化
惠民，将“哈尔滨音乐日”打造成独具艺术
符号的城市主题日。 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音乐之城音乐之城””响起来响起来

盛夏时节，记者踏上了“两极穿越”之旅，行
走在祖国的东北边疆，风物宜人，生机勃发，一
派欣欣向荣好风光。

跟随采风团，记者由“神州北极”漠河出
发，途经“冰城夏都”哈尔滨，抵达“华夏东极”
抚远。为期 6 天的旅途，30 余个特色采风点
位，大界江、大森林、大湿地等自然风光应接不
暇、尽收眼底，赫哲族、鄂伦春族等民族文化、
美食也一一体验。

此次采风，不仅看到黑龙江壮美灵秀的自

然风光，更看到了龙江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前景、
黑土地上人民的幸福生活。

在漠河北极村，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旅游
业的火爆，返乡经营民宿、餐馆、山特产品店和
做导游的村民逐年增多，村里大部分人吃上了

“生态饭”和“旅游饭”；“举杯邀世界，醉美哈尔
滨”，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现
场，游客们手握一杯杯泡沫丰富、色泽诱人的
啤酒，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满足；在抚远的全亚
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眼下虽不是蔓越莓

的成熟期，但抚远红海植业有限公司的订单也
是接连不断，从去年蔓越莓火爆“出圈”后，基
地除了将大部分蔓越莓加工制成蔓越莓胶囊、
蔓越莓干等，企业还在探索新的“打开方式”，
研发蔓越莓啤酒、面膜等产品，带动产业发展、
农户增收。

此次采风之旅，让我看到黑龙江这片富饶
的土地，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更有着
勤劳、智慧的人民。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
美好的生活，书写着发展的新篇章。

记
者
手
记

最北最东
“两极穿越·龙江行”主题采风活动侧记

□文/摄 本报记者 付宇

打卡“不夜城”北极村，感受中国最北的夏日清凉；参与“尔滨”的年度国际啤酒盛会，体验
不一样的热烈“冰城”；迎接祖国第一缕阳光，见证神州东极多姿魅力……

盛夏的黑龙江，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7月31日至8月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中央
媒体记者、省市级媒体记者、重点网络平台代表、知名自媒体博主达人组成的采风团，从“北极”
漠河出发，途经“冰城”哈尔滨，到达“东极”抚远，踏上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穿越”旅程。

漠河，被誉为中国的“北极”，是此次活
动的首站。采风团一踏上这片土地，便被
这里的独特风光所吸引。碧蓝的天空，洁
白的云朵，远处绿树成荫，构成了一幅美丽
的画卷。

从机场驱车前往北极村的路上，漠河音
乐公路给大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伴
随着车轮的滚动，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在耳
边响起，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流动的音乐世
界。这条音乐公路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一
条充满爱国情怀的心灵之路。它见证着守
边固边的坚毅与决心，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
着这里的人们对祖国的浓浓深情。

抵达北极村后，采风团正式开启了“找
北”之旅。最北小学、最北一家、最北哨所、

神州北极广场……“北”字招牌随处可见。
在最北邮局，采风团挑选了带有漠河特

色的明信片写下祝福，盖上邮戳，投进邮筒，
将最北的祝福寄向四面八方；在最北警务
室，他们聆听了一代代北极民警克服天气寒
冷、环境恶劣等困难，始终秉承“最北最冷最
忠诚，最偏最远最放心”的铮铮誓言。

除了找北，漠河还有着一个充满神秘色
彩的民族——鄂伦春族。这个以狩猎为生
的古老部落，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驯鹿部
落”。采风团参观了鄂伦春民族博物馆，这
座博物馆不仅是了解鄂伦春族文化的窗口，
也是探索“中国最后一个驯鹿部落”秘密的
起点，了解鄂伦春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和
他们对未来的展望。

从漠河一路南下，采风团来到了“冰
城”——哈尔滨。

夜幕降临，太阳岛风景区开始了《遇见·
哈尔滨》大型实景演出。江上大舞台依松花江

而建，演出融合情景剧、歌舞、杂技、水上表演等
表现形式，结合水幕、火秀、打铁花、激光等舞台

特效，绚丽的视觉盛宴展现了哈尔滨独特的文化魅
力。采风团沉浸在这场艺术盛宴中，不禁感叹，哈尔

滨真是一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城市。
第二十二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如火如

荼 地 进 行 着 。 五 湖 四 海 的 游 客 齐 聚 一
堂，举杯畅饮，共享夏日的狂欢。采风团
也纷纷参与其中，感受着哈尔滨的热情
与豪迈。

感受了哈尔滨的“火热”后，采风团一秒
穿越，走进了梦幻冰雪馆。凉凉的人造雪花
飘落在身上脸上，冬天的味道让盛夏里的采
风团瞬间沉醉。由专业冰雕艺术设计师设
计的十几座两米多高的冰雕形神兼备、惟妙
惟肖，在声光电的映照下，绚丽夺目。

凌晨 3 时，采风团
来到抚远市的东极阁，

等待太阳升起。当第一缕
阳光洒在大地上，大家纷纷

举起相机，记录下这震撼人心的
美好瞬间。
沐浴了华夏第一轮朝阳后，采风团

也开启了抚远的旅程。抚远地处黑龙江与乌
苏里江交汇处，境内河流、泡泽众多，渔业资源丰

富，有“中国淡水鱼都”“中国大马哈鱼之乡”“中国鲟鳇
鱼之乡”的美誉。走进东极鱼市，犹如走进了鱼类博物馆，

各色江杂鱼琳琅满目。丰富的渔业资源，带
动了鱼产品的交易，东极鱼市应运而生，也成
为了游客观光打卡地。

在鲟鳇鱼繁育养殖基地，采风团详细了
解了鲟鳇鱼的养殖、加工和销售情况，令人大
开眼界。随后，大家来到了蔓越莓研发中
心。此时的蔓越莓还未成熟，大片青色的果
子生长在地里。抚远红海植业有限公司李峰
告诉采风团，蔓越莓每年 9月下旬开始成熟，
10 月开始收获，采收方式大多为水收。蔓越
莓田被注满水后，在机械水车的帮助下，藤蔓

上的鲜果脱落下来，水面上浮满了红彤彤的
果实，就像一片红色海洋。

来到抚远，一定要去坐落于乌苏里江畔
的抓吉赫哲族村看看。“乌苏里江长又长，蓝
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
江鱼满仓……”听着口弦琴吹奏的《乌苏里船
歌》，采风团仿佛看到了赫哲族人江畔捕鱼的
场景。

“两极穿越龙江行”圆满结束，但黑龙江
的故事仍在继续。让我们期待，更多精彩和
感动，继续在这片热土上传递。

北极漠河——守边固边，找北之旅第1站

哈尔滨——热情“冰城”，文化盛宴第2站

东极抚远——迎接第一缕阳光，见证多姿魅力
第3站

□王璨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夏日炎炎，森林生态之旅成为众多
游客避暑旅游、休憩心灵的首选。山
林漫步、溯溪纳凉、冥想发呆、避暑遛
娃……时下的威虎山九寨景区绿林苍
翠、山环水绕，以它绝美秀丽的自然风光
吸引着众多游客奔赴而来。

打点穿线，串珠成链。随着夏季旅
游旺季的到来，成为高频热搜词的不只
有“呼吸自然的气息”柴河小九寨，还有

“浪漫的海岛”水上乐园、“惊险刺激”二

道河漂流、“游船泛舟”莲花湖……可赏
可游可玩的威虎山景区已经变成广大游
客心中“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诗
和远方”。

“占地 41.5 万公顷的威虎山国家森
林公园覆盖龙江森工柴河局公司整个施
业区，森林覆被率达 91%，133 平方公里
的莲花湖纵贯公园南北。”牡丹江北国小
九寨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
行董事李刚向记者介绍，景区的山山水
水不仅是柴河威虎山的亮丽名片，更是
林区生态旅游发展的生动体现。目前已
形成生态避暑游、亲水体验游、湖光山色

游、剿匪探秘游等森林生态游项目，同时
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强化人员培训，提
高服务品质，增强旅游体验，年初以来已
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

近年来，柴河局公司依托林区好山
好水，打出“资源牌”和“生态牌”，打造了
威虎山九寨、威虎山莲花湖、威虎山雪村
三大核心板块，形成了“一湖一路一园两
线三区”四季旅游线路，将林区的山山水
水串联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威虎山国家森
林公园旅游大格局。

人在画中游人在画中游。。
本报记者 李健摄

山水联动 威虎山激活避暑游

主题采风活动主题采风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启动仪式现场。。

《《遇见遇见··哈尔滨哈尔滨》》大型实景演出大型实景演出。。

东极阁日出东极阁日出。。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强调，要以
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文
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
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
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
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
生活需求。要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领
域国际交流合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
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日前，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
通过决议，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
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
秩序的杰作”和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
目“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
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
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9 项，居世界
前列。

守 护 好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瑰 宝 和 自 然 珍 宝
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上接第一版）生生不息，薪火
相传。经过百余年 6 代人传承、探
索，冰花瓷在材料配方、制作工艺和
烧制技术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获
国家专利一项，外观专利一项，作品
蜚声海外。

作为陶瓷界的“新锐”，冰花瓷填
补了空白，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与关注。漫步于哈尔滨中央大街，就
会看到“黑龙江礼物”专卖店里游客
竞相购买冰花瓷茶杯，满怀喜悦地将
北方独有的“冰凌花”带回家。

传承！让“童话”更精彩

让冰花瓷融入人们的生活，展现
其艺术价值。王昌利的儿子王维奇
将冰花瓷与冰雪文化、创意设计元素
进行创意融合，研发出文创、手办等
衍生品，为冰花瓷的传承推广开辟了
新赛道。

见到王维奇，是在位于哈尔滨市
道里区百盛商场的陶瓷漫游指南工
作室内。4 位顾客正在聚精会神地
制作陶瓷杯，这种沉浸式体验深受年
轻人喜爱。王维奇介绍：“为提升产

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我们不断推
动产品创新和技术研发，引入了现代
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设计了冰花瓷
纹样的丝巾、公文包、冲锋衣、雨伞等
文创产品，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以
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弦歌不辍，让非遗在传承中绽放
光彩。王昌利在哈尔滨市和景德镇
市设立了陶瓷艺术工作室和教育基
地，为年轻一代的陶瓷爱好者提供学
习和交流平台，并鼓励学员积极探
索、大胆创新。他的学生中，省工艺
美术大师 4 位，陶瓷艺术大师 13 位，
陶瓷专业学生及爱好者千余人。他
说，希望在一代一代传承中，陶瓷艺
术能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传统的韵味在冰花瓷中沉淀，而
现代的气息又为它注入了新的生
命。冰花瓷展现的是大美龙江的独
特韵味，它也不再只是一件器物，更
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艺术结晶。古
典美，现代美，晶莹剔透美，叠加成你
看到的童话一般的冰花瓷。从现在
起，它将专注于展示自己的非凡。而
你，只需要把赞美写意成惊叹！

冰花在陶瓷上“绽放”

记 者 手 记
在探寻冰花瓷的道路上，每一

步都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穿梭，每
一次相遇都宛如与古老的智慧深
情对话。百年传承，6 代人接力，
造就了冰花瓷晶莹剔透、巧夺天工
的美。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
合，是科技与工艺的迭代升级，更
是非遗与冰雪文化的热情相拥。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研发冰
花瓷，不仅需要技术、耐心，还需要
创新、毅力。面对一次次失败，王
昌利毫不气馁，重整旗鼓，继续出

发。正是这样坚定的信念，才能将
昙花一现的瞬间之美定格成永
恒。让冰花瓷走进了人们的日常
生活，装点着人间烟火，熨帖着浮
躁心灵。

这次采访，我见证了冰花在陶
瓷上的“绽放”，更见证了龙江非遗
的绚丽之光。感受到非遗不仅是一
种技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作
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去记录，
去传播，去保护，让这些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上接第一版)

优化模式 班列运行高效顺畅

中国外运东北有限公司绥芬河
分公司主营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服务涵盖绥芬河口岸及同江两个
口岸。业务包括班列代理、口岸清
关、国际多式联运，口岸优势集中于
报关通关、集货仓储、换装中转、拼装
拆箱等综合服务。

中国外运东北有限公司绥芬河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吴建表示：“今年
国际物流运力紧张、运费成本高，班
列的顺畅运行极大地缓解了运输难

的困境，这得益于海关推行智能化、
便利化监管服务举措，班列通关效率
显著提高，时间成本大幅降低。”

为服务保障中欧班列高质量运
行，哈尔滨海关加强关铁业务协同和
信息共享，畅通关铁舱单数据电子传
输，高效对接班列运抵手续确认、编
组运输等环节，提高全链条无纸化通
关水平。同时，实施无纸化申报、舱
单归并、转关自动核放等便利措施，
保障班列高效开行。

今年上半年，我省开行中欧班列
数量、货物发送量同比分别增长
116.7%、99.4%，增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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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灵宇 李淑霞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每一颗果实，在阳光雨露的滋养
下，自然成熟，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游客们穿梭其间，亲手采摘，体验着
从枝头到舌尖的甜蜜旅程……近日，
走进北大荒集团双鸭山农场翠博园

“果蔬王国”采摘园，仿佛踏入了一个
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双鸭山农场过去以生产、销售果
蔬单一产业为主，农业综合效益并不
明显，近年来，农场依托毗邻双鸭山
市的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积极探索
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全力打
造优质食品原材料供应的大基地，明
确了生产功能强大、环境优美、文化
底蕴厚重、综合效益显著的发展思
路，实施了“1321”经营目标，即实现
果蔬销售1000万元，实现利润300万
元，提供劳务收入 200 万元，带动服
务业收入100万元，构建了除去粮食

生产外的第二大支柱型产业。
据悉，园区占地面积 2000亩，现

有棚室近千栋，建有特色餐饮区、特
色果蔬区、休闲娱乐区、认养采摘区、
研学体验区，按照“农旅结合、以农促
旅、以旅强农”的发展思路，围绕“农
业+旅游、观光+采摘”发展高效特色
农业，围绕“更绿、更美、更健康，亲
子、亲友、亲自然”的商业价值理念和

“翠博园—我的果蔬王国”、“翠博园
绿娃—我的成长伴侣”人文价值理
念，持续开展亲子采摘、研学、野餐、
露营、团建等休闲体验活动。

同时，园区聚焦“新、奇、特”农产
品，引进草莓柿子、油豆角、桃子、草
莓等20余个果蔬品种，打造“南得遇
见、瓜目相看、葡天同庆”等5个文化专
棚，设计墙体文化10余种，实施“菜园、
果园、乐园”三园建设项目，建设300米
长廊文化主题，综合效益显著。今年，
预计接待游客2万人次，销售果蔬15
万斤以上，实现收益110万元。

“棚室经济”打开增收路

本报讯（金爱武 记者刘大泳）佳
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以“不增编、不建
房、全覆盖”为要求，成立市区、镇街、
村社三级联动“云法庭”，并将其融入
全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升级行动”，有
效解决了人民法庭总体数量偏少、服
务半径过大问题，实现优质司法服务
共建共享，让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化解

矛盾的期望变为现实。
截至目前，佳木斯两级法院共建

成160家“云法庭”，选聘庭务主任320
名，与72家基层调解组织完成对接，
破解“纠纷化解”单打独斗的困境，与
机关、工会、妇联、保险、行业协会等
组织机构共建“云法庭”，打破部门、
区域和层级信息壁垒，使人民群众解
纷途径和解纷方式更加便捷精准。

佳木斯法院以信息技术赋能多元解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