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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新疆
阿勒泰地区玩雪赏雪
的游客络绎不绝。位
于阿勒泰市城区的将
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
是热门打卡地。傍晚
时分，落日余晖映照
延绵雪山，将军山国
际滑雪度假区海拔
1300多米的山顶观
景平台人头攒动。中
外雪友齐聚雪山之
巅，共赴“夕阳派对”，
踏着音乐节拍欢快起
舞，同享冰天雪地里
的独特乐趣。这是
“夕阳派对”现场。

胡虎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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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初红到年尾
——黑龙江高质量发展亮点观察

“地趴粮”乔迁“住新房”

新春佳节期间，人们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乐享假期。这是游客在重
庆市黔江区城市大峡谷景区观看非遗火壶表演。

杨敏 摄

春节假期，福建厦门景区人
潮涌动。当地推出假期停车位免
费开放活动，更好满足市民和游
客出行需求。

“我们早早通过当地政府部
门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了免费开
放的区域和使用方法。”从合肥
到厦门自驾游的李先生说，这让
他感受到了热门旅游城市的贴
心服务。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活跃假
日经济，春节前后福建各地从
优化服务入手，丰富和创新文
旅产品供给，提供便捷消费场
景和方式，推出形式多样的惠
民消费补贴。

近千台无人机在古城门前缓
缓升空，勾勒光彩绚烂的“时空之
门”；古城墙上身着各个历史时期
古装的表演队伍，从“古画”中鱼
贯而出带领游客感受千年历史风
华……大年初一晚上，位于闽西
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汀，用一
场“科技＋文化”盛宴引燃了小城
假期文旅热潮。

“我们吃到了地道的汀州客
家美食，观看了绚丽的演出，从

白天一直逛到晚上。”来自广东
的游客邢青青说，更重要的是，
虽然人很多但是旅游秩序保持
得很好。

“春节前，我们根据市里相关
部署，结合本地特色策划了科
技＋文旅、演艺＋文旅、美食＋文
旅、文创＋文旅等系列活动，挖掘
传统文化、点燃新消费。”长汀县
副县长郑泽鑫说。

走进福建各地的历史文化街
区、机场、火车站等场所，随处可
见餐饮“国潮”、中华老字号等
特色品牌文宣和消费场景；各
商圈综合体、步行街及各类商
家，也纷纷开展线上、线下消费
补贴活动。元旦以来，福州已
发放约 150 万元餐饮消费券，还
将陆续发放总额 300 万元住宿
消费券。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5年是福建的文旅
促消费主题年，将持续引导各地
发力文旅消费促进行动、区域文
旅消费常态化惠民行动和优质文
化资源直达基层行动等。

（秦宏）

福建各地“出招”优化服务
活跃假日经济

据海关统计，2024 年东北地
区进出口达到 1.25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6％，规模再创新高。其
中，出口增长 8.1％，快于全国出
口 1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开放水
平进一步提升。

2024 年，东北老工业基地生
产研发能力强的产业优势进一
步发挥，全年工程机械出口同比
增长 10.5％，家用电器出口增长
14.4％，电气控制装置出口增长
9％。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地区冰
雪经济产业持续发力，同期对德
国、意大利、荷兰出口的滑雪鞋

服和滑雪板都成倍增长，为我国
外贸增添了新亮色。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
吕大良表示，2024年我国外贸顺
利实现质升量稳目标，东部、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优势互补、各展
所长，进出口全部实现增长。

具体来看，东部地区继续发
挥“压舱石”作用，全年进出口
34.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79.7％。
中西部地区日益走向开放前沿，
2024 年进出口 7.65 万亿元，同比
增长4％。

（邹多为）

2024年东北地区
进出口规模再创新高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
长谢存近日表示，将加快数字技术与居
民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完善电信和互联
网服务标准规范，2025 年力争全面实现
电信业务线上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4年，
基础电信企业进一步提升电信业务线上
办、异地办的能力，App和客服热线等线
上渠道业务办理量占比超过 90％，同比
提升10个百分点。

在用户权益保护方面，目前已建成
全国App检测及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常态
化开展App检测，着力整治弹窗关不掉、

“摇一摇”乱跳转等突出问题。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断提

升信息通信业治理水平，深入推进网站
和App适老化改造，引导行业企业推出更
多的便民惠民服务，完善App全链条治理
长效机制。

（张辛欣）

水利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
我国建成报汛站点 15.4 万处，地
下水监测站3.5万处，取水计量监
测设施 153 万处，水利智能感知
能力全面提升。

这些数据，是我国实施“天空
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夯基提
能行动、积极推动数字孪生水利
建设的体现。水利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水利部近年来统筹推进数
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
孪生工程建设，通过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最新信息技术和
水利业务深度融合，为水利治理
管理提供前瞻性、科学性、精准
性、安全性支撑。

在监测感知体系方面，我国
首颗以水利命名的遥感卫星“水
利一号”2024年成功发射。空基

方面，投用无人机 3200 余架，共
享接入中国铁塔高点监测视频
5.3 万处，将江河湖泊、水利工程
实时映射到数字世界。

围绕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水
利部积极推进数据汇聚、模拟仿
真、决策支撑一体化平台建设，提
升流域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精
细化调度等业务智慧化水平。

针对数字孪生工程，水利部
推进物理水利工程和数字孪生工
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建成三
峡、丹江口、小浪底、大藤峡等一
批数字孪生工程，工程安全运行
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初步建成河
套、淠史杭等 49 处数字孪生灌
区，全国建成 709 个县域农村供
水数字化管理平台。

（魏弘毅）

我国建成报汛站点15.4万处

春节期间，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义勒力特嘎
查，欢快的秧歌声从村里的小广场传出，
村民文艺小队正在扭秧歌拜大年。

平坦开阔的小广场曾是村民们冬天
晾晒玉米的地方，如今散放的玉米堆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扭秧歌、唱小
戏的村民。每年秋收后，当地村民会将
玉米棒堆放在户外空地上晾晒，等到来
年春天销售。但是现在，不仅广场上散
放的玉米堆不见了，路边、田间、村外山
坡上的玉米堆也都不见了。村民们储藏
的粮食去了哪里？

“我们的粮食都搬了新家。”义勒力
特嘎查种粮大户谢永胜笑呵呵地说。在
他家院子里，有80多个用钢筛网围起来
的粮囤子，每个粮囤子周长约5米、高约

1.6米，里面堆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
谢永胜告诉记者，以前玉米棒就堆

在院里成为“地趴粮”，玉米堆不通风不
透气，天冷的时候还能看到玉米堆在冒
哈气，压在下面的玉米很容易受潮发
霉。“那时候过年心里都不踏实，隔几天
就要把玉米堆翻一翻，要是受潮受损了，
只能降价卖给饲料厂。”

兴安盟是内蒙古东部的产粮大盟，
2024年粮食产量超过700万吨。为解决

“地趴粮”造成的粮食损失，兴安盟从
2022年底开始推广立体储粮、集中储粮、
粮食代存、籽粒直收、烘干入库等科学储
粮方式。

兴安盟发改委副主任葛双鹏介绍
说，通过指导农户在庭院里搭建钢筛
网、玉米栈子等储粮装具，实现离地通

风储粮，让粮食由“趴”变“站”，减少储
粮损失；还有的乡镇、村集体选择低效
闲置用地建设晾晒场，集中搭建立体
储粮设施。

义勒力特嘎查村民吴领军为了放置
粮囤子，专门在院子里增加了200多平方
米的硬化面积。“我们现在节粮减损的意
识都提高了。”吴领军说，粮囤子放在硬
化地面上，有脱粒掉粒的玉米，还能收集
起来喂鸡喂鸭，不像以前掉在沙土地里，
风一吹土一混就不好找了。

村民们不仅节粮减损的意识提高
了，办法也越来越多。“科学储粮一年比
一年有窍门。”谢永胜和记者一项项举例
说道，以前用大粮囤子，现在调整成小
的，因为小的通风更好，损耗更小；一开
始用塑料网，用一冬天就破了，现在换成

钢筛网，结实耐用而且好拆卸，卖完了粮
把钢筛网一卷，来年还能接着用。

义勒力特镇党委书记贾维说，全镇
现在有8个科学储粮盟级示范村，科学储
粮覆盖率达到 80％以上，“地趴粮”住进

“新房”，不仅减少了粮食损耗，还改善了
村容村貌。“镇里正在推动农文旅融合，
以前房前屋后散放的玉米堆现在变成了
整齐的粮囤子，村里环境更干净整洁了，
发展乡村旅游也更有底气了。”

据了解，2024年秋收以来，兴安盟在
储好粮上下足功夫，力争年度玉米产量
的 80％得到科学储存。葛双鹏说，减损
就是增产，兴安盟将继续因地制宜推动
科学储粮，营造节粮爱粮的氛围，争取在
这片“无形良田”上收获更多粮食。

（魏婧宇 刘懿德）

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年力争全面实现电信业务线上办

龙年游龙江，一路向北方。回望农历甲辰龙年，人们惊喜地发现，不但“尔滨”文
旅市场实现“一季红”向“四季火”的华丽转变，黑龙江更是以鲜活立体、积极上进的形
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尔滨”爆火提振发展信心、“二十一连丰”彰显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新质生产
力赋能产业振兴“加速跑”……过去一年，黑龙江社会经济发展亮点频出，中国东北角
蒸腾起昂扬的奋进力量。

火！冰雪旅游燃爆寒冬

2024 年初，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
圈，成为冬季文旅市场最闪耀的现象级

“顶流”城市。仅2024年春节期间，哈尔
滨市就接待游客 1009.3 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达164.2亿元。

冰雪旅游热潮，让这片黑土地成为
冬日里人们最炽热的向往。在水晶宫
殿般的冰雪大世界赏冰乐雪，徜徉在中
央大街感受现代与历史的“百年交响”，
跟随可爱的“淘学企鹅”打卡知名地标
建筑……游客在“尔滨”沉浸式体验冰情
雪韵，为“冰城”带来人气、提升景气、注
入活力。

造就“尔滨”红火场面的，除了其自
身深厚的冰雪文化底蕴、缤纷多彩的冰
雪旅游产品，同样重要的是，这座城市用
真心换真情的待客之道。

冻梨变“刺身”、买烤地瓜送勺、索菲
亚教堂上空升起“人造月亮”……这些为

人所津津乐道的网络热梗无不体现着
“尔滨”的真诚与用心。

政府积极作为，社会各界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被激发，“尔滨”市民人人争当服务
员、导游员、护游员，为城市代言，营造全
民参与构建“友好型市格”的良好氛围。

眼下，冬季旅游如火如荼，哈尔滨冰
雪游叠加亚冬会效应热度不减，串联竞
赛场馆、冰雪赛事和冰雪景区，打造“跟
着赛事去旅行”精品旅游线路。携程平
台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哈尔滨旅游预订
订单同比增长32％。

“今冬除了‘宠客’外，还要主打
提升牌。”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何晶表示，黑龙江强化“游客至上、服
务为本”理念，优化旅游服务质量，加
大优质服务供给，提升游客满意度。深
入实施“十大监管护游行动”，让游客
游得安心、玩得放心。

稳！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2024年，黑龙江开展良田、良种、良
法、良机、良制“五良”融合，主攻大面积
单 产 提 升 ，粮 食 作 物 平 均 单 产 提 高
2.7％，刷新历史纪录。粮食产量首次突

破1600亿斤，连续15年居全国首位。
近日，在佳木斯市桦川县悦来镇腰

林子村，修建完成的高标准农田被皑皑
白雪覆盖，肥沃的黑土地为春耕默默积

蓄能量。2024年，腰林子村实现了8000
多亩稻田的格田改造。经测算，通过改
造，全村可新增有效耕地面积245亩。

“大规模格田改造解决了地块零散、
农机作业效率不高等问题。”黑龙江省农
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黑龙江省坚
持新建与改造提升同步推进，持续加大
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高标准农田从
2020年底的8000余万亩增长到如今的逾
1.2亿亩。

大马力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
机……在富锦市新超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联社的仓库内，为农业生产立下汗马

功劳的各类农业机械在检修保养后悉数
入库。合作社理事长周刚走到一台播种
机前对记者说，2024 年合作社种植了
7000余亩玉米和3000余亩大豆，这台气
吸式播种机播种精度很高，提高了出苗
率，收成自然有保障。

2025 年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坚持
稳面积、提单产，突出“五良”协同，深入
实施主粮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集
中连片、系统推广大垄密植、水肥一体
化、侧深施肥等绿色高产高效模式，夯实
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新！老工业基地焕发生机

黑龙江工业基础雄厚，拥有哈电集
团、中国一重、哈飞等一批“国宝级”企
业，涌现一批新成长的先进装备制造企
业。黑龙江厚植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加
快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推进新兴产
业加速发展，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型工
业化焕发勃勃生机。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三研
究所在燃气轮机等领域集中攻克了一批
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多型号高端能源装
备，国内中小型燃气轮机市场占有率约
40％。在航空工业集团哈飞生产现场，
飞机装配实现了高精度、高效率、高自动
化，前后对比节约了 65％的生产面积、
50％的生产前准备周期。

2024 年 9 月，在山东海阳东方航天
港，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
的全球首颗医学遥感科学实验卫星珞珈

四号01星成功发射。工大卫星总经理曲
成刚说，工大卫星努力与国家产业发展
同频共振，已承担百余颗商业卫星批量
生产任务，入选全国第六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在微小卫星细分市场走在了
前列。

黑龙江在全面承接国家未来产业重
点领域的同时，立足本省产业基础、科研
优势和场景应用等，将突出发展人形机
器人、人工智能＋等18个高增长高潜能
细分领域，加速孵化培育未来产业。

来自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数
据显示，2024年，黑龙江省制造业技改投
资增长23.9％。重点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6.8％。未来产业培育生成重点企业 20
户、形成标志性产品和成果20项，入围国
家创新任务揭榜挂帅项目数量居东北三
省一区首位。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