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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今冬冰雪

季，到黑龙江赏冰玩雪成为不少游客的选

择。冰雪大世界美轮美奂、中国雪乡如童话

般梦幻、“神州北极”漠河“找北”“寻冷”⋯⋯

银装素裹下的龙江大地，旅游市场热气腾腾。

刚刚过去的春节，黑龙江接待游客人数

1104.9 万人次，比去年春节上涨 45.1%，恢复

至 2019 年同期水平的 92.1%；实现旅游收入

117.7 亿元，同比上涨 105.7%。其中，接待黑

龙江省外游客 335.5 万人次，旅游收入 62.2

亿元。

黑龙江冰雪旅游为何如此火爆？如何用

好冰雪资源促进经济发展？记者走进冰雪资

源大省黑龙江，追寻我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答案。

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黑龙江是中国最早开发冰雪、运营冰雪

的省份。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独具匠心的

冰雪艺术、美不胜收的冰雪风光为黑龙江赢

得了“冰雪之冠”的美名。每到冬季，银装素

裹的黑龙江都会成为旅游热门目的地。

在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哈尔滨，严寒没有

减少游客憧憬冰雪的热情。“春节黄金周，我

们共接待中外游客 18.45 万人次，农历正月初

四迎来客流高峰，单日接待游客达 4.5 万人

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郭宏伟告诉记者，500 米长的冰滑梯、120

米高的摩天轮广受游客欢迎，让游客全面感

受到冰雪乐趣。

24 年前，为喜迎千禧年，哈尔滨松花江

畔建起了第一座“冰雪大世界”，从此这里成

为哈尔滨冬季旅游的地标。今年，“冰雪大世

界”用 10 余万立方米的冰和雪，建成了上百

个冰雪景观，五光十色的冰灯、晶莹剔透的冰

雕，造就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冰雪殿堂，游客徜

徉其间，在梦幻、浪漫、温馨的氛围中沉浸式

体验冰雪之美。

在 哈 尔 滨 极 地 公 园 ，“淘 学 企 鹅 ”是 游

客们最喜爱的“超级网红”。“淘学企鹅”背

着橙白相间的小书包或外出巡游，或打卡

冰雪景区，已经成为哈尔滨冰雪旅游的特

别向导。“只要它们出现，现场气氛就会欢

乐爆棚。”哈尔滨极地公园营销部经理张继

伟说，据粗略统计，仅最近一个月，“淘学企

鹅”在新媒体平台的曝光量就已超过 8 亿，

吸 引 了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游 客 到 极 地 公 园 打

卡，与企鹅“偶遇”。

“景区既有小而美的‘淘学企鹅’系列文

创 产 品 ，也 有 长 期 的‘ 淘 学 企 鹅 超 级 IP 计

划’。打造‘冬季来龙江·看企鹅’旅游目的

地，以场景激发消费，让游客感受身处其间的

乐趣。”张继伟说，景区还将抓住黑龙江大力

发展创意设计产业的新机遇，不断延伸文旅

融合产业链。

今年春节期间，大兴安岭迎来了极寒天

气，连续几天最低气温突破零下 53 摄氏度。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罕见的“冷”却换来了游

客的“热”，让大兴安岭有了意外收获。在漠

河北极村的大街小巷，游人如织，最北邮局、

最北人家、最北供销社都是热门打卡地。零

下 53 摄氏度冷“冒烟了”的极寒天气，吸引了

大批南方游客前来挑战极寒。“从来没看到这

样的雪景，太震撼了。我也体验了一次真正

的极寒，在这里我感受到祖国的辽阔和大兴

安岭独特的魅力！”来自广东的游客张希说。

为丰富冬季旅游产品，推动冰雪旅游提

档升级，黑龙江推出了 3 大冰雪旅游主题产

品、5 个重点冰雪旅游城市、10 条冰雪旅游精

品线路、10 大冰雪旅游宣传推广活动、15 个

冰雪旅游必到必游地，开展哈尔滨冰雪节、大

兴安岭极地森林冰雪嘉年华等 10 余项节庆

活动。游客们来到黑龙江，就会开启一场精

彩的冰雪之旅。

提升品牌美誉度

“雪城”牡丹江是黑龙江旅游资源富集的

城市之一。“游”雪城雪堡、“享”雪乡雪村、

“看”镜泊冬捕、“赏”冰瀑跳水、“踏”林海雪

原，当地正日益形成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品

牌。中国雪乡景区长期占据牡丹江旅游市场

的“C 位”，引领黑龙江冰雪旅游火出圈。

冬日的雪乡，红灯高挂，雪被子、雪蛋糕、

雪蘑菇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来此观雪景、赏

雪韵，尽揽北国风光。今年旅游市场复苏回

暖，沉寂了 3 年的雪乡景区重新热闹起来。

春节期间，雪乡入园人数逾 7 万人次，单日入

园游客最高近 1.5 万人次。家庭游、亲子游成

为主流，雪乡景区充满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走在雪乡的雪韵大街上，烤地瓜、烤土

豆、铁锅炖的香气扑鼻而来，花车巡游、扭大

秧歌、焰火晚会等各类互动式体验活动让景

区热闹非凡。“雪乡非常漂亮，就像童话世界

一样，尤其篝火晚会，将过年的气氛直接拉

满。”来自广东的卢潮升带着一家人来雪乡旅

游，留下了美好回忆。

“今年来雪乡的游客是真多，天南海北的

游客哪都有，收入比前两年好太多了。”看到

游客们玩得尽兴、吃得香甜、住得舒心，雪乡

民宿业主李彦林喜上眉梢。

迎来“开门红”的雪乡景区，正不断提升

景区规范化、智慧化运营水平，提升服务品

质，成为黑龙江冰雪旅游的标杆景区。景区

内各类商品明码标价，游客投诉先赔付后处

理，加大日常监管和网格化管理力度，游客对

雪乡景区的美誉度不断提升。

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有限公司森林旅

游产业发展部部长刘忠才告诉记者，为提升

游客体验，雪乡景区还将推进野雪公园项目

建设，增强雪乡景区高端野雪旅游产品供

给。积极筹办“三亿人进森林”“森林美食节”

等主题活动，进一步完善亚雪公路沿线景区

基础设施，构建雪乡全季、全域、全业态旅游

产业新格局。

“我们将依托中国雪乡、镜泊湖等核心资

源，推动雪乡、雪城、雪堡等旅游品牌的品质提

升、业态提升和体验提升。”牡丹江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局长鄂艳娟告诉记者，牡丹江将重点

开展以温泉度假、冰雪休闲等冬季旅游产品开

发和中国雪乡森林康养、生态休闲等夏季旅游

产品的开发建设，最终实现牡丹江旅游从季节

游向全年游、全域游转型升级，不断叫响“中国

雪城·牡丹江”城市名片。

寻求产业突破壮大

冰雪大世界、中国雪乡等景区，让黑龙江

在国内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冰雪品牌。到黑

龙江赏冰玩雪、走进林海雪原，对游客具有强

大吸引力。但冰雪旅游受季节影响较大，加

之国内其他区域的竞争，黑龙江冰雪旅游同

样存在紧迫感和危机感。

如何深挖冰雪资源，撬动经济发展？去

年，黑龙江省出台《黑龙江省冰雪经济发展规

划（2022—2030 年）》和《黑龙江省支持冰雪

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设“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先行区和后冬奥国际化

冰雪经济示范区的全新战略构想。

“在冰雪旅游、冰雪体育方面，黑龙江积

累较多、基础较为雄厚，但冰雪文化如何振

兴，冰雪装备产业小而散的局面如何改变，还

需要久久为功。”黑龙江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院

长张贵海认为，要在冰雪装备产业上发力，真

正使冰雪经济规划可落地、可持续。

目前，我国冰雪装备制造业尚处于起步

发展阶段，面临研发攻坚难度大、技术标准体

系不完善、产业链不健全等问题。黑龙江已

形成两个冰雪装备制造体系，分别是以冰刀、

雪板、冰壶为主的冰雪运动装备和以索道、魔

毯、造雪制冰设备为主的冰雪场地装备产业

体系，但仍然面临企业规模小、核心技术少、

高端人才不足等问题。

“我们也在寻求突破。”哈尔滨乾卯雪龙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生产滑雪场

专用滑雪鞋、固定器的生产厂家，该公司负责

人李向东告诉记者，他们正利用先进航空复

合材料结构设计与制备技术，生产高端体育

运动竞技型滑雪板及相关产品，试图打破国

外垄断。

大力支持冰雪装备产业发展，是黑龙江

推动冰雪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

推动我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企业规模小，科研投入不足，是我们面临的

主要难题。未来需要多方形成合力，才能推

动我国冰雪装备产业实现新突破。”随着冰雪

产业日益受到重视，李向东对未来满怀信心。

从单一的冰雪景观演变为冰雪产业链

条，从单体的冰雪景观、冰雪游乐园演变成冰

雪文化与经济、政治、生态、艺术等相融合，黑

龙江是我国冰雪产业发展的缩影。“要全面提

高优质冰雪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加快把冰

雪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冰

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冰雪经济发展

规划和配套政策，统筹推进冰雪体育、冰雪文

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发展，提升黑龙江冰

雪 经 济 市 场 竞 争 力 。”黑 龙 江 省 委 书 记 许

勤说。

冷 资 源 释 放 热 活 力

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深圳

市规上工业总产值 45500.27 亿元，连续 4 年稳居

全国城市首位；全部工业增加值 11357.09 亿元，总

量首次跃居全国城市第一。深圳首次成为国内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全部工业增加值“双第一”

城市。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余锡权告诉记

者，2022 年，面对世界经济下行、国内疫情散发多

发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深圳坚持把稳增长摆

在突出位置，强化运行调度，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畅通，制定出台“工业经济 30 条”等重要政

策，确保工业生产平稳运行。

“稳增长的同时，2022 年深圳着力打造以先

进制造业为主体的‘20+8’产业集群，为工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余锡权表示，近年来，深

圳紧抓转型升级不动摇，持续推进制造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深圳蝉联先进制造业百

强市首位，新一代信息通信等 4 个集群入选国家

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首位。

值得关注的是，从 2009 年开始，深圳着力培

育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强劲，汽车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104.5%，拉动深圳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 个百分点；主要高技术产品产量持续快速增

长，首台国产体外膜肺氧合机获批上市并投入使

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民用无人机、5G 智能手

机产量分别增长 183.4%、113.8%、34.7%、22.3%。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深圳扎根

近 20 年的大型制造业企业。“2022 年以来，公司在

经营、用工成本上承受了较大压力。深圳为此出

台推动工业制造业发展的系列政策，切实让企业

享受到了政策红利，对企业产生了积极且正面的

影响。”比亚迪精密制造公司总经理唐建国表示，

公司目前正着力提高自动化水平，提升生产效率，

推动智能化转型升级；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标，

通过绿色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助力行业绿色低

碳发展。

一直以来，产业空间不足是制约深圳工业发

展的难题所在。“工业上楼”成为深圳破题的关键

之举。2022 年，深圳明确提出坚持制造业立市之

本、开创工业立市新格局，规划建设 20 大先进制

造业园区，实施“工业上楼”厂房空间建设计划，全

力保障工业发展空间。根据规划，深圳将按照每

年建设不少于 2000 万平方米、连续实施 5 年的进

度，向企业提供“工业上楼”高品质、低成本、定制

化产业空间，全力推进“20+8”产业集群落地生

根，夯实深圳制造业“底盘”、夯实深圳高质量发展

根基。

以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为例，这是深圳市

宝安区政府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联手打造

的深圳最大“工业上楼”试点园区，项目建成后将

提供约 160 万平方米厂房、100 万平方米研发用

房、160 万平方米的居住和商业配套空间。同时，

落实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要求，把新桥东

产业园打造成为“工业上楼”示范样本、“先进制

造”示范园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标杆园区。得

益于产业空间制约难题逐步破解，2022 年，深圳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35.1%，实现了多年

来的首次回升；工业对深圳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接近 50%，贡献率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一，支柱作用

更加突出。

如今，一批重大项目正加快落地深圳。深圳

如何让企业安心扎根？“这需要我们在企业培育和

服务两方面发力。”余锡权表示，2022 年以来，深

圳陆续出台了培育壮大市场主体“30 条”，开展

“万名干部助企行”，新增一大批优质企业。为切

实帮助中小微企业应对当前面临的困难，促进中

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2 月 6 日，深圳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深圳市税务局等 8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及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在全面落实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

上，延续阶段性降费缓缴政策，并推出包括降低企

业生产经营成本、有效扩大市场需求、支持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四方面 20

项具体举措。

“一直以来，深圳积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鼓励创新在制造业中扮演重要角色，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与高端制造业的融合。深圳工业取得‘双

第一’的成果是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努力的结

果。”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

中心研究员李想表示，面向未来，深圳制造业需要

继续内外兼修，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优

势产业集群落地生根，夯实制造业“底盘”，进一步

提升科技核心、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实施高水平对外开

放，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布局全球创新市场，完善

制造业产品“卖全球”“买全球”布局，持续推动工

业高质量发展。

深圳首次成为工业总产值、全部工业增加值全国第一城市——

“双第一”是怎样实现的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业委会出面砍价，360 万元

差额物业费退还业主⋯⋯最近，

成都某小区业委会火了。在监

督和协助物业服务过程中，该小

区业委会发现了一些质价不符

的漏洞，最终不仅督促物业降低

了物业费价格，而且对此前业主

多缴的费用予以冲销。

长 期 以 来 ，一 些 小 区 的 业

主 对 物 业 公 司 怨 气 大 ，主 要 因

为业主支付的物业费并未获得

应有服务。物业费年年难收年

年 收 ，长 期 的 不 对 等 造 成 业 主

与 物 业 公 司 的 矛 盾 日 益 突 出 。

加 之 ，不 少 小 区 物 业 支 出 不 够

透明，公共收入去向不明，业主

与物业服务纠纷不断。

优质优价，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然而，一些物业

公司的服务质量并未提高，服务费却年年涨价。没有得

到预期的服务，还要求加价，业主缴费的积极性自然受到

了 影 响 。 如 此 一 来 ，小 区 物 业 服 务 和 收 费 陷 入 了 两 难

境地。

中消协此前发布报告明确表示，我国物业服务质量

总 体 水 平 偏 低 。 建 立 起 行 之 有 效 的 业 委 会 制 度 ，对 于

倒 逼 物 业 公 司 提 升 服 务 水 平 和 质 量 大 有 裨 益 。 当 前 ，

不 少 小 区 业 委 会 形 式 大 于 内 容 ，没 有 真 正 发 挥 应 有 作

用，甚至一些小区根本没有业委会，导致物业公司和业

主之间缺少有效沟通的桥梁纽带。建立起一个不受制

于物业公司、能真正反映业主呼声的业委会，尤为必要

和迫切。

同时，业委会不能沦为摆设，需要多方式多渠道参与到

物业服务监督中，因此人员构成要有一定的专业性和代表

性。比如，成都该小区业委会成员职业中，既有律师、财务，

也有教师、建筑专业人员等，成员专业素质高，自治能力强，

具备较好的履职尽责条件和能力。

优质的服务，往往离不开高效的监督。业委会代表维

护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推举具备条件

的业主加入业委会，是加强社区治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不可

麻痹大意，更不能被商业化物业公司操控。除了必备的专

业素质，业委会成员要有责任心和公益心，有时间参与到相

关工作中去。

社区管理牵扯到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只有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氛围，才能真正提升社

区服务质量。一个规范有力的业委会，是保障业主合法

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社区治理的必要手段。因此，

要进一步探索业委会组织架构、制度建设，提升业委会的

公信力；同时拓展线上线下服务监督平台，切实提高议事

效率。

这样的小区业委会不妨多点

郭存举

□ 本报记者 吴 浩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

业委会制度，对于倒逼

物业公司提升服务水平

和质量大有裨益。业委

会不能沦为摆设，需要

多方式多渠道参与到物

业服务监督中。

本版编辑 孟 飞 辛自强 美 编 吴 迪

近日，工人在浙江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一期工程项目塔柱施工。该大桥作为甬舟一

体化的重要纽带，建成后将连接宁波舟山港六横和梅山两大核心港区，对促进长三角一体化

具有重要意义。 胡学军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