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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资产公开转让公告
哈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公开转让遵义

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截至2024年9月30日，租赁本金
73,386,254.42 元，租赁利息 728,012.11 元，违约金 809,843.96 元，合计
74,924,110.49元。该笔资产我司委托杭州产权交易所进行转让，并已于
2024年12月18日通过杭州产权交易所官网对遵义道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单户债权进行了信息披露，挂牌期限为 20个工作日，交易保证金 80
万元。具体情况以杭州产权交易所官网发布的信息为准。

本次转让，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受让；债务人、
保证人或其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不得变相出资购买。

如有意向受让方，请与杭州产权交易所联系。
联系人：徐女士，电话：0571-85085591。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2号泛海国际中心A座27楼。
杭州产权交易所官网网址：www.hzaee.com
特此公告。

哈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讯（记者宋晨曦）2024 黑龙江
“冷水鱼·冬捕季”系列活动于 27 日在大
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连环湖温泉
景区开幕，本届冬捕季主会场活动坚持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省级主会场
活动将发布我省成功培育的鱼类养殖新
品种、经多年构建并不断熟化适合北方
高寒地区适用的养殖新模式，展现科技
渔业的新成效、新突破。同时，主会场还
将组织“四个渔业”展览和涵盖科技服
务、政企合作的招商签约，加快推进渔业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项目落地。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做强科技渔业，
推动冷水鱼种业振兴，鲟鳇、虹鳟、鲤科
鱼类繁育技术已达国内领先水平。

冬捕季开幕式上将发布经全国水产
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由黑龙江

省内科研院所培育的 3 个水产新品种。
其中，虹鳟“水科 1号”是全国第一个虹鳟
新品种，解决了我国虹鳟种质匮乏的问
题，有力促进了鲑鳟鱼养殖业产能和品
质提升。镜鲤“龙科 11号”是全国第一个
鲤抗病新品种，显著提升养殖成活率，解
决了困扰鲤养殖业多年的疱疹病毒感染
问题。杂交雅罗鱼“雅龙 1 号”是全国首
个耐高碱鱼类新品种，具有耐碱、生长
快、抗病力强的特点，拓展了宜渔空间，
促进了非耕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此外，
黑龙江还突破性创制国际首例基因编辑
无肌间刺鲫鱼新种质。虹鳟全雌三倍
体、兴凯湖翘嘴鲌、寒地小龙虾产业化应
用等 7个种业创新项目也取得新成效。

黑龙江加快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推
广扣蟹培育技术，全省扣蟹苗种自给率

达 40%以上，小龙虾越冬繁育技术取得突
破，并在宾县、通河、泰来、佳木斯郊区等
地广泛应用生产，建立推广大面积寒地
稻蟹、稻虾等稻渔综合种养标准化生产
技术模式。

开幕式现场，三个水产养殖新模式
将作为科技成果发布。其中，寒地小龙
虾综合种养“南北接力”模式，是由黑龙
江水产研究所将江苏小龙虾抱仔苗运
至黑龙江省，培育后放养稻田和水稻共
作，形成寒地小龙虾综合种养“南北接
力”模式，已入选全国“稻渔综合种养新
型模式和典型案例”。2024 年该模式推
广面积近 9000 亩，小龙虾总产量 38 万
斤，亩效益可达 1000 元。寒地小龙虾

“自繁自育”扩繁模式由哈尔滨市农业
科学院经过 7 年研究示范，探索出寒地

小龙虾繁育养分离技术模式，推广寒地
小龙虾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突破小龙
虾越冬和苗种供应卡脖子问题，实现寒
地小龙虾“自繁自育”。2024 年该模式
推广面积 3 万亩，小龙虾总产量超 130 万
斤，亩效益超千元。东北地区盐碱水域
综合开发利用模式是在黑龙江省典型
碳酸盐型盐碱地区，进行异位渔农综合
种养生态工程改造，养殖大鳞鲃、雅罗
鱼、鲫鱼、鳙鱼等特色鱼类，通过生物絮
团水质调控技术，降低池塘水体碱度，
低碱水体淋洗高碱土壤，实现盐碱地的
生态改良和盐碱水的渔业增效的有机
统一。该模式在大庆市示范 17.37 万亩，
推广总面积 30.93 万亩，示范水体碱度降
低 28%，经济效益提升 24%，综合效益提
高 47%。

“冷水鱼·冬捕季”主会场活动

三个“全国第一”鱼类新品种将发布

（上接第一版）中国一重和建龙
北满特钢作为齐齐哈尔市两大支柱
性企业，经过多次洽谈对接，强强联
合成立齐齐哈尔龙创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建设高端大型铸锻件项
目，打造辐射全省的百亿级铸锻造产
业集群。由于该项目资金投入较大，
在资金流调配方面困难重重，龙创公
司总经理尉迟金伟告诉记者：“项目
得以开工，感谢市委市政府积极协调
各金融单位，为企业争取银行贷款 2
亿元，极大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问
题。在项目建设初期，富拉尔基区委
区政府得知用电方面存在困难，主动
召开现场服务会，快速解决项目施工
用电等问题。”该市富拉尔基区副区
长褚彬表示：“企业遇到的难题，就是
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中国一
重新能源项目用地、风电叶片建设及
运输、混塔生产车间选址，还是龙创
项目的推进，只要有利于全市发展，
我们就全力以赴服务好，为企业发展
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

解放思想，完善现代化产
业体系

“哒哒哒……”接连不断的制衣
机声打破了齐齐哈尔鹤东产业新区
清晨的宁静。经过一年的紧张建设，
日前，全省重点产业项目、齐齐哈尔
羽绒小镇全线竣工并正式投产。

200 余名客商云集鹤城，近日，
齐齐哈尔铁锋综合物流园区举办招

商推介会，全力打造东北地区西北部
规模最大、标准最高、功能最强的综
合性商贸物流园区。

面对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新机
遇，齐齐哈尔市加快转变观念，坚持
以思想“破冰”引领思路“破题”、行动

“破局”。今年，该市实施“产业项目
建设提升年”行动，不断优化产业空
间布局，形成了东南部有产业新区、
西南部有职教新区、中心城区有数字
经济产业园、北部有铁锋综合物流园
的城市经济总体布局，为产业项目建
设提供了重要载体。1-11 月，全市
新签约项目 276 个、投资总额 730.6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29%、40.96%。

市委市政府坚持解放思想，深挖
地区产业潜力，锚定我省“四新经济”
发展新引擎，在产业新区建成总投资
2.97亿元的羽绒小镇项目，年可实现
营收 20 亿元以上；总投资 5.48 亿元
的北纬四十七植物蛋白项目一期已
投产，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酵素植
物乳 10 万吨，可实现销售收入 16 亿
元，税金1.3亿元，将有力促进当地植
物酵素乳产业链进步，拉动相关产业
发展。

新思路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新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
擎。一年来，齐齐哈尔市广大干部
在服务中心大局中竞速比拼、担当
作为、干事创业，努力为新时代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作出鹤城
贡献。

齐齐哈尔：全力服务企业 构建产业新优势

深挖地方文化基因 打造宁古塔IP

今年入冬前，镜泊湖景区推出的宁古塔项
目引发热议。随着网络关注度的提升，景区冬
季旅游持续升温。

“截至目前，景区游客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翻了一番。”牡丹江镜泊湖旅游集团品牌宣传
部部长周冰说，游客激增让景区工作人员信心
倍增。

今冬，闪亮登场的“风雪宁古塔”项目，将
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走进宁安，感受过去的
苦寒之地如何成为今天的塞北“鱼米之乡”。

“项目复建宁古塔旧城，还原城中生产生
活、文化教育、政治军事等场景。特别推出‘风
雪宁古塔’户外实景演艺，展现宁古塔流人文
化对边疆地区在经济、商贸、农业等方面的积
极影响。”周冰介绍，该项目围绕现有的宁古塔
历史遗址遗迹，讲述历史故事，再现各类场景，
丰富游客体验。打卡宁古塔将军衙门旧址、宁
安清代大石桥、泼雪泉、望江楼等宁古塔相关
遗址遗迹，游客们更能深入了解流人文化历史
内涵，身临其境感受属于牡丹江文化的独特
魅力。

其实，为了深度挖掘在地文化，早在 2012
年开始，宁安市每年都会举办宁古塔文化节。

“今年，我们继续推出了‘宁古塔流人文化
节’等文旅节庆活动，冰雪游、森林游、避暑游
系列旅游产品持续出新出彩。全年旅游人数、
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0.30%、21.72%，创历史新
高。”提到全市 2024 年“文旅成绩单”，张传文
喜上眉梢。

他告诉记者，今年石岩镇—沙兰镇—马河
乡—上官地村—小朱家村—江西村“乡村好风
光 乐游宁安”旅游线路，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乡村四时好风光——岁时节令 自在乡村”
精品线路。哈达村入选中青旅联合新华网主
办的“发现乡村旅游目的地”推荐名单。

张传文表示，下一步，宁安市文旅局将推
动冰雪景区提档升级、全力推动重点谋划项目
落地，深挖地方文化基因，打造宁古塔 IP，推动
县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在小朱家村主街道打
造冰村大街，引入全地形车穿越冰雪体验项
目。发布打卡城区主题线路，推出马骏纪念
馆、张闻天工作室旧址、望江楼、大石桥等盖章
打卡活动，构建多元化留客场景。全力推动老
爷岭“冰雪园林”项目、宁古塔满族文化小院项
目、明星小镇温泉康养项目建设，带动冰雪产
业，实现差异化发展。

一幅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崭新画卷，正在宁
安大地上徐徐铺展……

宁古塔无塔，却有坚实的文化底座

宁安：昔日苦寒地 今朝打卡地

本报讯（记者张春雷）随着第
九届亚冬会的日益临近，省交投集
团权属企业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龙高集团）高效
保通保畅，不断提升公众出行体验
和服务品质。

龙高集团加强收费服务礼仪
和文明用语培训，创新开展“迎亚
冬 学英语”、路况咨询、收费政策
解读以及美食景点推介等形式多
样的“定制化”服务。龙高集团亚
布力收费站设立便民服务台，常
态化为过往司乘提供路况咨询、
维修工具、地图、热水等一系列暖
心服务，让“高速路上不用愁，遇
到困难找交投”的服务理念深入
人心，彰显“龙江交投 伴您畅游”
品牌魅力。

同时，积极开展哈牡高速沿
线机电设施排查维护，为收费、监
控及指挥调度工作提供坚实保
障。特设亚冬会 ETC 专用车道，
运用灯光、绿化等元素，对哈尔滨
和亚布力收费站栅门、亚布力冰
雪服务驿站进行美化亮化，打造
展示龙江形象、传递亚冬激情的
高速地标。对亚布力冰雪服务驿
站从功能布局到设施配套进行重
新设计改造，改造后的驿站集“司
机之家”、母婴室、休息区、自动售
卖区、简餐区于一体，基础服务设
施完备，成为社会公众温馨的“休
憩港”，舒心的“歇脚地”，贴心的

“加油站”。
亚布力收费站。

本报记者 张春雷摄

提升服务品质 保障出行体验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日前，由
亚冬会执委会、哈尔滨音乐学院联
合主办的“青春献礼 亚冬之韵”亚
冬会主题原创作品展演在哈尔滨
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师生满怀热
忱与激情，用音乐向即将到来的亚
冬会献礼。

演出分为“青春飞扬，激情亚
冬会”“舞动旋律，浪漫哈尔滨”“冰
雪相约，我们等你来”三个篇章。
演出在民族打击乐《鼓舞中国》激
昂的旋律中拉开序幕。“青春飞扬，
激情亚冬会”篇章中，《速度与梦
想》《冰梦飞扬》等歌曲以动感旋

律，激励运动员们勇往直前；“舞动
旋律，浪漫哈尔滨”篇章中，《爱在
冰城》《冰雪之约》《冰雪的声音》

《city 哈尔滨》等歌曲，描绘出哈尔
滨冰雪的独特魅力以及这座城市
的热情好客；“冰雪相约，我们等你
来”篇章中，《来吧，朋友》《不忘亚
冬路》等歌曲以温暖的情感勾勒出
冬日的梦幻景色，彰显出哈尔滨作
为冰雪之城、东道主欢迎来自亚洲
各国友人的热情。演出尾声，全体
人员共同唱响《我在黑龙江等你》，
悠扬的歌声在音乐厅内回荡，为整
个展演画上圆满句号。

亚冬会主题原创作品展演举办

□文/本报记者 刘晓云 丁燕
摄/ 周冰 本报记者 丁燕

“话远古缺不了肃慎，说盛唐少
不了渤海，论金清离不了宁古塔。”

提到宁古塔，在清宫剧里，它是
苦与寒的代名词，是罪与罚的象征
地，承载着历史变迁，饱含着岁月
沧桑。

12 月 23 日，备受网友关注的
“风雪宁古塔”旅游项目在镜泊湖
景区正式开城迎客，揭开了宁古塔
的神秘面纱，也让游客推开时间的
大门，在穿越古今的体验中深度了
解清代流人、满族、移民等历史
文化。

日前，记者一行走进宁安市，寻
觅宁古塔的遗迹、倾听宁古塔的故
事、感受宁古塔的变化。

文化底蕴厚实 激荡宁安发展底气

宁古塔通往吉林、盛京（沈阳）及中原的必经之路
清代大石桥保存完好，百年人马喧嚣，阅尽悲欢离合；
坐落在牡丹江北岸、为督办边务的钦差大臣吴大澂修
建的望江楼，可瞻十里长江，可纳湾月涛声……走访有
着“塞北小江南”之称的宁安古城，记者唯独没有见到
传说中的“塔”。

宁安，史称宁古塔。那么，宁古塔到底有没有塔？
“宁古塔虽有塔之名，却无塔之实。”海林市政协文

化和文史学习委员会主任肖甲文解开了记者的疑问。
他说，新编《宁安县志》称：“‘宁古’为满语，汉译

为‘六’或‘六个’，‘塔’是满语‘特’的讹音，汉译为‘居
址’，合译‘六居址’，是指当时宁古塔地面上的六个大
部落。”

其实，无塔抑或有塔，都不影响宁古塔作为清朝统
治东北地区重镇的历史地位。1662 年，清政府设立镇
守宁古塔等处将军，简称宁古塔将军。1666年，宁古塔
将军府从旧城（现今海林市长汀镇宁古村），搬迁至新
城（现今宁安市的牡丹江边）。

宁古塔新城建城350多年以来，清政府在宁古塔新
城“设官庄”“开官地”“立旗屯”“收贡物”“通驿站”，宁
古塔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流人文化，创造出了光辉
灿烂的传统文化。

“在流人到来之前，宁古塔是满族的发祥地，当地
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仍为蛮荒绝塞之地。”牡丹江师
范学院文学院院长綦中明认为，流人的到来在客观上
有力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
融合。

很多人认为，古代的黑龙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一直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渤海
上京城考古工作站站长赵哲夫告诉记者：“事实上，古代
黑龙江流域也有处于全国甚至世界前列的时候，具有代
表性的就是唐代的渤海国。另外，莺歌岭遗址，是文献
中最早记录的中国北方肃慎人繁衍生息所在地。”

“商周莺歌岭文化、唐代渤海国文化、清代流人文
化、宁古塔文化及近代革命历史文化等，形成了宁安浓
郁的民俗风情，铸就了宁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
源。”宁安市文旅局局长张传文满怀骄傲地介绍，深厚
的文化底蕴支撑着宁安人的文化自信，激荡宁安发展
的底气。

农文旅融合 续写“鱼米之乡”新传奇

在很多流人眼中，宁古塔是北地边境、奇寒绝
冷。《研堂见闻杂录》中记载：“按宁古塔，在辽东极北，
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

清初诗人吴兆骞在宁古塔生活20余年，其子吴桭
臣却另有见解。在他的笔下，宁古塔是沃野千里、物
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吴桭臣在宁古塔出生长大，他
在《宁古塔纪略》一书记载，“凡宁古山川土地，俱极肥
饶，故物产之美，鲜食之外，虽山蔬野蔌，无不佳者。
皆无所属，任人自取。”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如今，“鱼米之乡”的新故
事，在宁安大地上续写着新的传奇。

隆冬时节，白雪覆盖的稻田、农舍里升腾的缕缕
炊烟，让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显得愈发宁静、和乐。

村里的宁安市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却是一片
忙碌的景象。磨米、加工、包装、销售，村民们忙得不
亦乐乎。“今年的新米销量已近半。”村党支部书记褚
丽娟说。

宁安市是“中国火山岩稻米之乡”，拥有世界珍稀
的石板田 8.5 万亩，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厚实“家
底”。相传，“石板大米”在唐代渤海国时期就是珍贵
的贡米。

上官地村是“石板大米”的核心产区。依托特色
“石板大米”产业，村里从2019年开始打造农文旅融合
发展综合体。“光是旅游一项，村集体年收入将近百万
元。”褚丽娟告诉记者。

与上官地村相邻的小朱家村也建立了大米专业
合作社、米业加工厂，村里还打造以农业观光、农产品
采摘、渔猎文化体验、渔家乐、民宿为主的乡村旅游项
目。经过9年的发展，小朱家村已成为集乡村旅游、新
型农业、精品民宿为一体的现代化村庄，年接待游客
约15万人次。

稻香袭人处，最是鱼米乡。鱼米之乡，怎能缺少
鱼呢？从上官地村向西行驶10公里，坐落在镜泊湖景
区的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渤海冷水性鱼试验站繁育现
场，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站长吴文化介绍，
之所以在宁安设站，是因此处水温冬暖夏凉，水资源
丰富，适宜繁养虹鳟、鲟鳇鱼等冷水性鱼。

好山好水养好鱼。牡丹江民间有“去湖不吃鱼，
白搭去一回”的美谈。这里的湖就是指镜泊湖。镜泊
湖是世界第一大火山熔岩堰塞湖，湖内“三花五罗、十
八子、七十二杂鱼”肉鲜味美享誉全国。

镜泊湖水产养殖场工作人员说，镜泊湖冬捕最早
可以追溯到唐朝。该场营造的“镜泊湖冬捕节”以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壮观的捕鱼场面，荣获全国首批

“国家级示范性渔业文化节
庆”。

碗盛石板大米，箸夹镜
泊湖鱼，春耕千顷沃野，冬
赏万里雪飘……记者获悉，
2023年，宁安市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7052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5.2%。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 在 宁 安 有 最 具 象 化 的
注解。

12月23日，“风雪宁古塔”项目开门迎客，吸引游客纷纷打卡。

镜泊湖冬捕。

“风雪宁古塔”项目复原的沙兰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