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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速递

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的背后

云南探索建立“人、房、地、钱”要素联动机制

□ 刘海军 殷于博 闫 莉

这个冬天，最劲爆的新闻事件莫过

于在全国旅游名城排位并不靠前、在舆

论场上“低调”多年的黑龙江省会——

哈尔滨一举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网红

城市”、旅游“顶流”城市。对东北来

说，哈尔滨火爆的冰雪旅游塑造了转

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支点，提供了融入

全国新发展格局的新路径。

与时俱进 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

书写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东北振

兴新篇章，不仅需要那些能够制造大

国重器的传统支柱、优势产业凤凰涅

槃，再创辉煌，更需要一大批新领域的

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脱颖而出，使东

北的产业结构焕然一新。

作为国家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哈

尔滨在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

到2035年要努力建设成为“世界冰雪

文化旅游体育名城”，这颇有“另辟蹊

径”的味道。这些年，哈尔滨调动全市

资源，建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持续

举办“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等，开辟了

“新赛道”，是发展战略上的重大创新，

是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重要成果，为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

供了典型案例。

一是旅游与冰雪的深度结合。哈

尔滨紧紧依托独具特色的冰雪资源，

建设旅游项目、布局旅游场景、开展旅

游活动，给旅游打上冬日“冰雪”的魅

力印记，特别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哈尔滨极地公园”以及“白鲸馆”奉献

的跨年夜演出、烟花秀、明星空降等，

把冰雪旅游的体验感、沉浸感推向了

极致。

二是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此

次旅游盛宴，哈尔滨文化资源得到了

充分利用，冰雪旅游的文化特色得到

有力彰显。

三是旅游与社交媒体正向互动。

从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旅游宣传

推介，到众多游客网上热转冰雪旅游

视频、分享旅游激情体验，充满异域冰

雪神奇魅力的“尔滨叙事”迅速火遍全

网，推动哈尔滨冰雪旅游骤然升温、

“滚雪球”式扩大。

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意识

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前后，哈尔

滨市委、市政府及时提出“以游客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并在创造“宠客”氛

围、优化顶层设计的同时，进行了有效

的社会面宣传动员，得到广大干部群

众、各行各业的热烈响应，营造了无数

感人瞬间和众多暖心场景。

“以游客为中心”，就是要把“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标准落实到

“待客”之中。此间，哈尔滨把游客呼

声作为第一信号，建立了快速投诉回

应及舆情反应机制，“立行立改”成为

行政惯例；把游客需要作为第一选择，

游客需要什么，就尽全力提供什么。

典型案例有很多，比如圣索菲亚教堂

夜间拍照需要照明，哈尔滨及时提供

“人造月亮”；从以游客满意为目标的

工作部署，到为游客设立“温暖驿站”、

在“地下通道入口处”配置“地毯”……

“以游客为中心”，就是要高标准

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近年来，东北的营商环境明显改

善，但较我国东部地区还有一定差距。

哈尔滨注重把“以游客为中心”具体落

实到位，及时将游客的呼声转化为当

地更实的工作举措、更高的工作效率、

更优的服务品质，客观上促进了这座

城市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反过来又

会促进冰雪旅游的更好发展。这些天

来，这里的冰雪旅游热度不减、高潮迭

起，但保障服务也“水涨船高”、持续完

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冰雪旅游与

营商环境的良性循环可见一斑。

温暖有爱的“全国一家亲”意识

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离不开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靠近指导，离不

开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精心组织，更

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兄弟省区

间极具现代感、更具想象空间的赞助，

使“冰雪文化之旅”从东北向全国扩

散，成为了“全国一家亲”情感、意识的

升华之旅。

一是各级政府的高效协同。早在

1996年，在国家的关心、支持、安排下，

哈尔滨成功承办了“亚洲冬季运动

会”，显著提升了哈尔滨在国际冰雪旅

游中的地位。近期，黑龙江省政府颁

布《黑龙江省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

实施方案（2023—2025年）》，明确了哈

尔滨冰雪旅游发展定位，哈尔滨市委、

市政府通过推出冬季冰雪旅游“百日

行动”等举措跟进落实。

二是政府所想与公众所愿的紧密

契合。在近期舆论场上，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退票风波”火速由“阴”转“晴”，

接下来无论是来访游客、本地百姓，还

是围观网民均赞不绝口、好评如潮。

三是“东道主”与外来游客的亲情

互动。这个冰雪季，黑龙江省政府发

出倡议：“没有龙江人和外地人，来了

都是自己人。”更让人感动的还是哈尔

滨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冰雪旅游的保障

服务，以及此间洋溢在各个旅游景点

乃至大街小巷的当地人与外来游客的

热情互动。正如有网友感叹：“几日尔

滨游，一生中华情”。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东北振兴研究

中心（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

本报讯 记者安宁报道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低温雨

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全力做好我国中东部近期将发

生的大范围持续雨雪冰冻天气灾害

防范应对工作，日前，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专门印发通知，部署全系统

做好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通知指出，全系统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灾害防范应

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

思维，压实各方责任，迅速行动起来，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

范应对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勇于

担当、靠前指挥，到岗到位、下沉一

线，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要突出抓好粮食和物资储

备重点环节风险防范工作，把救灾

保障、粮食保供稳价等措施落实到

位，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

用得上，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正常生活秩序，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

通知要求，全系统要深化隐患排

查及时化解安全风险，守牢安全底

线，不断完善灾害及次生事故防范制

度机制。要因地制宜，提前做好应急

准备工作，备齐应急救援物资，制定

应急和安全防范措施。要加强监测

研判科学合理指导，抓好粮食保供稳

价。各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统

筹考虑天气变化、交通条件等因素，

扎实推进秋粮收购各项工作，坚决守

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要加

强农户科学储粮指导，精心组织粮食

烘干，满足农民售粮需要。要统筹推

进粮源调度、储备轮换、库存投放等，

持续加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建设，认

真做好粮食保供稳价，保障粮食市场

平稳运行。

通知强调，全系统要强化应急准

备落实应急措施，及时高效调运保

障。要聚焦应急保障，强化工作统

筹，打足提前量，做到思想到位、措施

到位、组织到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应

急物资保障工作。要加强与地方应

急、气象、交通运输等部门协同联动，

及时掌握极端性雨雪冰冻天气预测

预报信息，及早研判形势，及早着手

做好各项准备。要强化应急值班值

守，落实好“首报”机制。要进一步完

善细化应急预案，提前备足应急物资

调运人力、物力、运力。要加强在库

物资管理和维护保养，确保平时备得

足、管得住、储得好。在应急调运中

要重点抓好统筹协调、现场指挥、物

资装运、安全作业等工作，第一时间

满足救灾急需，切实做到闻灾而动、

闻令而动，保障到位。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通知部署全系统做好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本报讯 记者刘政日前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根据最新灾害风险形势研

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增派工作组于2月1日赴

安徽协助指导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

范应对工作。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

急管理部在前期针对河北、山西、江

苏、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等7省份启

动低温雨雪冰冻灾害Ⅳ级应急响应基

础上，2月1日18时又针对安徽、湖南、

重庆、贵州4省份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将应急响应范围扩展至11个省份。

这位负责人表示，国家防灾减灾

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加密

会商调度频次，联合中国气象局分析

研判雨雪冰冻天气形势，点对点调度

重点省份，针对性部署防范应对工

作。要求有关省份将保春运安全作

为当前工作重点，细化落实山区道

路、桥梁隧道等重点路段运行监测、

扫雪除冰、管控分流等措施。高度重

视冻雨对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危

害，密切监视冻雨落区，强化监测巡

查，及时除冰融冰。加强次生灾害防

范应对、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力量、物

资、装备等预置布防，高效抢险救援

救灾，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据了解，中央气象台于2月1日发

布暴雪黄色预警、冰冻橙色预警。预

计2月1~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东北、黄淮北部等地有降雪，黄淮中

南部、江汉、江淮西部和北部、湖南西

北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北部和东部等

地有雨转雨夹雪或雪，上述大部地区

有中到大雪，部分地区暴雪，局地大暴

雪或特大暴雪。安徽中北部、江苏北

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南

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冻雨。

实施点对点调度 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两部门增派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巨无霸巨无霸””编组站编组站
全力保供御冰雪全力保供御冰雪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襄阳

北车站位于襄渝、焦柳、汉丹、浩吉4条铁

路干线交会处，是“北煤南运”大通道上重

要的枢纽编组站，每天有超过70万吨的各

类货物在此集结、中转、外运。今年春运

以来，襄阳北车站日均运煤超40万吨，较

去年同期增长16.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月31日至2月

5日，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雨雪

冰冻天气。面对即将到来的用电量激增、

电煤消耗加快等情况，襄阳北车站全力加

快货车中转速度，确保物资运输安全。图

为襄阳北车站编组场。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裴旭说，春运期间，面对大客流出

行保障，“智捷班组”严阵以待，通

过与航空公司、公安等保障单位密

切协同联动，迅速响应满足广大旅

客各类诉求，密切关注旅客流程效

率和服务质量。在加强值班力量

基础上成立了春运志愿服务保障

团队，在早晚进出港航班高峰时

段，志愿服务者们在楼前出入口、

值机、安检、进港行李厅出口等关

键点位为旅客提供引导服务，守护

旅客春运美好出行。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春运，大

兴机场客流以探亲、旅游出行为

主，客流增长明显。国内客流在

华南、华东、西南等传统热点区

域，如三亚、广州、深圳、上海、杭

州、成都、昆明等地区比较集中，

为确保运力充足，大兴机场联合

驻场航司积极加密热门航线班

次、增投宽体机执飞。同时，针

对东北、新疆等地旅游需求，东

航新增大兴至佳木斯、延吉、长

白山、厦门、库尔勒航线；厦航新

增大兴至北海、牡丹江航线；首都

航空新增大兴至海拉尔航线，河

北航空新增大兴至北海、温州；南

航加密大兴至汕头、大庆、常德、

宁波航线；东航加密大兴至虹桥、

武汉、银川、海口、温州、南昌、昆

明、广州、深圳、虹桥、天府航线，

丰富航线助力旅客畅快游玩。此

外，针对旅客春节返乡需求，中联

航将增加伊春、汉中等返乡需求

较旺的独飞航线的班次，保障旅

客顺利返乡。另外，哈尔滨等冬

季冰雪旅游目的地的出行热度也

在持续中。

出境客流方面，春运期间，大

兴机场多家驻场航司纷纷新增航

班或加密班次。其中，南航新增

大兴至比什凯克、阿拉木图、新加

坡、澳门航线，东航新增大兴至吉

隆坡航线，柬埔寨航空新增大兴

至金边；菲律宾皇家航空新增大

兴至长滩岛航线，泰国越捷航空

新增大兴至曼谷航线，香港快运

航空新增大兴至香港航线；东航

加密大兴至新加坡航线。近期，

大兴机场还将迎来多家新航司进

驻，热门航线密度及网络通达性

持续提升，满足旅客春运期间出

境游的出行需求。

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旅客的

需求，继“兴心相印”旅客系列服

务产品后，大兴机场以“懂你更爱

你”为主题，推出“兴心相印”子产

品——“指廊管家”创新服务项

目。通过在大兴机场航站楼混流

区各指廊设立专区、专岗、专人，与

各驻场单位建立联动机制、信息共

享，全方位提供特殊旅客服务帮

扶，涵盖大兴机场各个驻场单位，

包括各航司、医疗急救、失物招领、

保洁等兄弟单位，各单位高效联

动，共同为旅客提供帮扶，据统计

联动次数月均1000余次。航站楼

各指廊入口处都配备一名“指廊

管家”，为旅客提供一站式零延迟

的服务。“指廊管家”主要提供旅客

帮扶、特情处置、多语言翻译、失物

招领快速返还、景观讲解及产品推

介等十余项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站

式服务体验。

“截至目前，指廊管家已协同

各单位帮扶老年旅客、首乘旅客

万余次，因急客中转、寻人找物、

老年人帮扶等高效贴心服务获得

旅客的表扬、锦旗千余次。”指廊

管家王海雅介绍说，除此之外，大

兴机场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出行需

求，推出96158按键“9”首乘旅客

“连心线”“乡音伴行”“爱心服务

自助箱”“爱心手环”等多项特色

服务，贴心服务暖人心，温暖旅客

回乡路。

“春运期间机场客流较大，提

醒广大旅客朋友，出行前及时核

对航班信息，留心天气变化，留足

过检时间，注意随身携带的行李

物品是否符合乘机安检要求，尽

量不要携带超大、超重、超件的

‘三超’行李，出入境旅客出行前

请提前了解旅行目的地入境政

策，提前准备好相关证明、文件材

料。”王海雅提示说。

湖南建成1051个医联体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本报讯 记者张洽棠报道 据云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透露，云南

省住建系统探索建立“人、房、地、

钱”要素联动新机制，构建房地产发

展新模式，加快推进保交楼任务，建

立以城市为单元的房地产融资协调

机制，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云南省房地产市场已进

入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新阶段。

为此，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提出，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城市

属地责任，用好保交楼专项借款

政策，加大配套融资支持力度，加

快推进保交楼任务，防范化解房

地产风险。

同时，建立以城市为单元的房

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一项目一方

案”落实资金支持，有序推进困难

房企风险处置，加快烂尾楼清理

整治。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开展现售试点，

加大房地产开发、房屋买卖、住房

租赁、物业服务等领域日常监管和

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

此外，云南将继续完善住房保

障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

给，加快解决新市民、青年人、农民

工住房困难问题，开工建设一批保

障性租赁住房，推动住房公积金缴

存扩面。

据介绍，2023年，云南开工建设

保障性租赁住房5.8万套；开工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1938个、18.19万

户，城镇棚户区7.08万套、城中村

119个、老旧厂区17个、老旧街区

14个；开工农村危房（农房抗震）改

造10万户。

本报讯 记者荆文娜报道 据湖

南省卫生健康委消息，目前，湖南

省已建成1051 个医联体，通过纵

向帮扶、资源共享等方式，积极构

建医疗卫生服务新体系，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祝益民介绍，近年来，湖南省医联

体建设提质扩面，全省建成医联体

共计1051个，其中医疗集团48个、

医共体189个、专科联盟429个、远

程医疗协作网385个。一些大型

公立医院牵头组建了儿科、卒中等

59个省级专科联盟，促进专科能

力整体提升，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医

疗服务。

为了更好地提升基层儿科服务

能力，湖南省推进儿科医联体建设。

湖南94家儿科医联体单位已推进

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共享，破解患者

重复检查的难题。记者在湘潭市

采访了解到，湘潭市成立了由湘潭

市中心医院牵头的城市医疗集团，

67家基层医疗机构与二级以上医

院结成了紧密型医联体，打造30分

钟医疗服务圈，方便患者就医。

2024年，湖南省将发挥专科联

盟辐射带动作用，盘活医疗资源，

提升基层医院卒中等专科疾病救

治能力。同时，湖南省将推进4个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和紧密型

城市医联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共享下沉，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医

疗服务。

“热气腾腾”的春运从这里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