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介紹，作為冰雪經濟的標誌性符
號，哈爾濱冰雪大世界在本冰雪季迎來歷
史性突破──單日最高客流超10萬人次，
68天運營期累計接待遊客356萬人次，同
比增長31.4%。

「龍江智造」熱銷國際市場
許勤特別提到，園區創新引入亞奧理

事會成員單位推薦的標誌性建築冰雕群，
以冰雪為媒展現亞洲文化交融。隨着室外
園區閉園，1萬平方米室內冰雪藝術館無縫
接續開放，實現 「四季冰雪」 體驗閉環。

冰雪經濟的溢出效應正重塑產業版
圖。許勤以 「黑龍冰刀」 為例，其自主研
發的鈦合金冰刀打破國外技術壟斷，成為
冬奧會等頂級賽事指定裝備；著名口岸城
市綏芬河冰雪裝備出口基地投入運營，將
「龍江智造」 輸往國際市場。

數據顯示，冰雪季帶動全省到店餐
飲、休閒娛樂訂單分別增長54%和38%，
住宿業、交通運輸業新增市場主體增幅達
93.1%和54.6%，形成 「一業興、百業
旺」 的聯動格局。

推動冰雪經濟全產業鏈發展
近年來，黑龍江將冰雪經濟定位為系

統性工程。冰雪運動方面，建成32個國家

級冰雪人才基地，七台河短道速滑、齊齊
哈爾冰球等品牌持續輸送競技人才；冰雪
文化方面，《東北抗聯》冰上雜技等文旅
融合項目激活紅色基因；冰雪裝備方面，
智能溫控滑雪板、數字孿生冰場等技術落
地轉化。

許勤強調，通過 「冰雪＋科技」 「冰
雪＋跨境貿易」 等模式，全省已形成覆蓋
運動培訓、裝備研發、文旅服務的全產業
鏈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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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的黑龍江省代表團7日舉行開
放團組活動，全國人大代表、黑
龍江省委書記許勤以一組亮眼數
據展現了冰雪經濟的澎湃動能：
2024年冰雪季全省接待國際入境
遊客量、遊客總花費分別同比增
長103.9%和117.5%，冰雪經濟
總規模突破2660億元人民幣。

這份 「冰雪答卷」 背後，是
黑龍江將 「冷資源」 轉化為 「熱
產業」 的戰略實踐，全產業鏈推
動冰雪運動、冰雪文化、冰雪裝
備、冰雪旅遊融合發展，成為東
北振興與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
擎。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于海江北京報道

黑龍江：將冷資源轉化為熱產業
打造東北振興與高質量發展重要引擎

2025全國兩會

發揮僑胞跨界優勢 強化雙招雙引

破除區域壁壘 協同發展 錯位發展

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
委員，中國僑聯副主席，山東
省僑聯主席、黨組書記李興鈺

（圓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提交大會審
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彰顯了中國經濟的強
大韌性和信心。李興鈺認為，在促進中外
交流合作中，海外僑胞大有可為。他建議
發揮海外僑胞的 「跨界」 優勢，推動更高
水平開放。

李興鈺表示，當前海外僑情已發生深
度變化，僑海人士呈現高學歷、高技術、
精英化特點，既熟悉國外法律和規則，人
脈廣泛，也了解國內政策法規和市場環
境，是具有獨特優勢的、兼有本土化和國
際化特長的 「跨界」 人才，是推動中國更
高水平開放的天然橋樑和有利槓桿。

李興鈺指出，當前，世界正
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海外
僑胞面臨形勢也日益複雜嚴
峻。在新時代，僑聯組織要打
好 「僑」 牌，以僑為橋，融通
中外，引領海外僑胞為祖國、
為家鄉發展貢獻力量。

為僑胞營造一流發展環境
他建議，要涵養海外人脈，努力擴大

海外朋友圈。盡快建立海外華僑華人數據
庫，加強對外聯絡聯誼，注重梳理掌握新
華僑華人、華裔新生代、社團新力量和政
治上有地位、經濟上有實力、學術有造
詣、社會上有影響的僑海人士，通過他們
在海外更大範圍宣傳推介國內發展形勢，

加強回國創新創業引領。一方
面把更多更新更好的項目、
技術、人才和智力成果引回
來；另一方面為國內企業開
拓海外市場牽線搭橋。

要深化為僑服務，為僑胞
回國營造一流發展環境。要強化

「雙招雙引」 （即招商引資、招才引
智），注重以僑引資、引智。要制定扶持
政策，發揮服務平台作用，為僑胞創新創
業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協調解決項目洽
談、立項、審批、建設中的困難以及社
保、醫療、稅收、子女教育等問題，給僑
胞企業 「店小二」 式體貼關心，促進僑胞
企業成長。

大公報記者楊奕霞、殷江宏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
出，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區域
協調發展，進一步優化發展

空間格局。全國人大代表、江西萍鄉市委
書記劉爍（圓圖）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推動區域一體化發展，關鍵是破
除區域制度壁壘，在產業發展、科技創
新、文旅融合等領域，推動人流、物流、
信息流、資金流等雙向流通，做到協同發
展、錯位發展、聯動發展。

湘贛邊區域位於湖南、江西兩省交界
地帶，包括24個縣（市、區），總面積
5.05萬平方公里。該區域是湘鄂贛、湘贛

革命老區的中心區域，也是長江流域重要
的生態屏障。2021年10月，經國務院同
意，國家發改委印發的《湘贛邊區域合作
示範區建設總體方案》成為推動湘贛區域
合作的戰略規劃。其中，萍鄉是唯一全域
納入湘贛邊區域合作示範區的設區市。

構建跨省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
劉爍說，三年以來，湘贛邊區域合作

取得實質性成效，但依然存在一些困難和
挑戰。 「我們在加快區域一體化發展，推
動湘贛邊區域合作示範區政策協同、要素
趨同等方面還需發揮合力，建議國家發改

委等相關部門以更
大力度支持湘贛
邊區域合作示範
區，探索構建
跨省行政區合作
發展新機制，推
動示範區內制度銜
接、政策協同、標準趨
同，特別是支持萍鄉市開展區域協調發展
綜合改革，為贛湘兩省深化跨行政區合
作，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進行諸多有益
的探索。

大公報記者黃慧、彭倩玉

▲7日，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黑龍江省代表團舉行開放團組活動，接受媒體記者提問。
受訪者供圖

遊客總量 •全省接待遊客增長29.1%

•遊客總花費增長67.1%

大公報記者于海江整理

數讀2024年黑龍江冰雪經濟

「黑龍江致力於以現
代化大農業為核心，全面
推進科技農業、綠色農

業、質量農業和品牌農業的發展，成
功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 7
日，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省長梁
惠玲在黑龍江代表團開放團組活動中
表示，去年，黑龍江糧食總產量突破
了1600億斤大關，佔全國總產量的
11.3%，連續15年穩居全國首位，成
為全國糧食安全的堅實保障。

農業科技貢獻率高達70.8%
梁惠玲介紹說，在農業現代化進

程中，黑龍江通過實施 「四個農業」
戰略，賦能糧食生產，打造穩固可靠
的 「大糧倉」 。通過科技創新提升糧
食綜合生產能力，農業科技貢獻率高
達70.8%。同時，大力推進黑土地保
護和利用，建設高標準農田，累計建
成面積近1.2億畝。種業振興和農機裝
備現代化也取得了顯著進展，智慧農
業的發展更是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此外，黑龍江還以 「四個農業」
為指引，踐行大食物觀，打造多元化
食物供給體系。致力於建設全國最大
的綠色糧倉和綠色廚房，綠色有機食

品基地認證面積超過1億畝。畜牧業、
冷水漁業和現代設施農業均得到大力
發展，形成了多元化、高品質的農產
品供給格局。

在農產品精深加工業方面，梁惠
玲表示，黑龍江以 「四個農業」 為動
力，推動農業提質增效。深入實施農
產品加工業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通
過培育市場主體、提升精深加工水
平、打造品牌和產業集群等措施，綠
色食品加工業得到了顯著發展。玉米
深加工能力位居全國首位，多個區域
品牌嶄露頭角。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于海江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省長梁惠
玲。 受訪者供圖

提質
增效

科技賦能 築牢中國大糧倉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委書記許
勤。 受訪者供圖

入境遊客 •冰雪季接待國際入境遊客增

長103.9%

•遊客總花費增長117.5%

帶動消費 •全省到店餐飲訂單增長54%

•休閒娛樂訂單增長38%

單日高峰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開園68天

•接待遊客356萬人次、增長

31.4%

•單日最高峰突破10萬人次，創歷史新高

冰雪流量創紀錄 單日突破1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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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都會區建設承載着香
港未來發展希望，是香港深
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一步。香港正
通過這一宏大規劃，實現自身的轉型與升
級，打造香港發展的新引擎。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針對香港如何充分
發揮 「一國兩制」 內聯外通優勢，促進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新平台，港區全國政協常委、九龍社團聯會會長王惠
貞（圓圖）提出建議。

投融資模式方面，王惠貞建議採用 「政府引導、市場運
作」 的模式，設立 「北部都會區發展基金」 ，探索發行 「深港
合作專項券」 ，引入香港和內地社會資本參與建設。借鑒香港
「運輸導向型發展（TOD）」 的經驗，在北都區規劃建設商住
綜合體、產業園區等項目，通過土地增值收益反哺基礎設施建
設。王惠貞建議在北都區試點 「深港規則銜接試驗區」 ，推動
兩地法律法規、標準體系、監管機制的對接。特別是在知識產
權保護、金融服務、數據跨境流動等領域，探索建立與國際接
軌的規則體系。

劃定深港產業合作示範區
王惠貞表示，可以以北都區為核心，劃定深港產業合作示

範區，試行 「深港共管、國際標準」 的監管與運作模式，推動
深港兩地在科技創新、金融服務、專業服務等領域的深度合
作，吸引國際企業和人才集聚。

北都區包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世界級產研學平台，
王惠貞對此建議，北都應在此基礎上聚焦國家 「卡脖子」 技術
攻關，構建 「跨境科研攻關共同體」 ，在國家發改委統籌下成
立 「港深協同創新委員會」 ，直接對接兩地立法機構與行政部
門；設立 「國家重點實驗室跨境集群」 ，打造 「香港大學城」
「香港硅谷」 ，實行產學研一體化模式；設立 「深港科創基
金」 ，支持兩地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開展聯合研發，推動科
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北都區的發展需突破行政邊界束縛，王惠貞表示，建議由
國家牽頭，成立 「深港北部都會區發展協調委員會」 ，統籌規
劃、建設和管理事宜。她介紹，該委員會應由國家發改委、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香港特區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共同參
與，賦予跨部門協調和審批權，確保項目順利推進。

大公報記者王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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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經濟
話你知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積極發
展冰雪運動和冰雪經濟。較早前，國
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以冰雪運動高
質量發展激發冰雪經濟活力的若干意
見》提出，聚焦 「全產業鏈」 這一關
鍵，推動冰雪經濟成為新增長點，為
做大做優冰雪經濟指明了方向。

冰雪經濟包括冰雪運動、冰雪旅
遊、冰雪裝備等多個相關產業，形成
了規模龐大的產業體系。經過多年發
展，中國已基本形成以冰雪場地設施
建設與運營為基礎、冰雪運動為核

心、冰雪旅遊為帶動、冰雪裝備

製造為支撐的冰雪產業體系。冰雪產
業鏈條逐漸形成，不僅提升了冰雪產
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力，也為冰雪產業
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經濟日報

▲2月26日，遊客在哈爾濱冰雪大世
界園區內遊玩拍照。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