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与“热”

5日，第40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如约而至，绚丽的烟

花绽放在冰雪大世界上空，透骨的寒冷和暖心的激情也在这一

刻交汇，碰撞出充满希望的火热。

哈尔滨的冷，与生俱来。作为我国最北省会城市，这里冬季

漫长，动辄出现零下3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因此哈尔滨有了响亮

的名号——“冰城”。

冷也是资源，别具特色优势。每年12月，松花江上的冰冻

了，太阳岛上的雪厚了，“冰豆腐”和“大雪垛”在能工巧匠手中

“华美变身”，成为美轮美奂的冰雪胜景，透出冰的晶莹、雪的浪

漫，吸引着不远千里络绎而来的游客大军。

开园不到3小时便吸引4万人流的冰雪大世界，人头攒动的

中央大街，游人如织的太阳岛雪博会，“公主王子云集”的索菲亚

大教堂……冬日里，哈尔滨各大旅游景区爆满。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4年冰雪旅游十佳城市”

中，哈尔滨位列榜首。元旦期间，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304.79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9.14亿元，均达到历史峰值。

以高寒为气候特质的哈尔滨，成为当下社交媒体上最热的

文化符号。这座地处北疆的东北城市，正在把制约发展的“冷”

转化为吸引游客的“热”，在聚光灯下焕发无限生机。

今日哈尔滨，寒冷不变，热度却“只增不减”。背后是这座城

市深挖冰雪资源禀赋，突出地方特色文化，推出各种“有求必应”

举措，从量变走向质变的主动作为。

文旅部门发布旅游地图和游玩攻略，中央大街为地下通道

铺地毯，暖心志愿者免费提供红糖姜茶，景区之间乘坐地铁免

费，冻梨切盘，地瓜配勺，豆腐脑撒糖……这个冬天，“尔滨”的种

种“操作”让人应接不暇，冰雪旅游市场呈现“井喷”之象。

“闯”与“创”

“土”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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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城”缘何成“热点”？
——人文经济视野下的哈尔滨观察

这个冬季，地处祖国东北角的哈尔滨走进了全

国甚至全球视野，各大热榜头条持续走红，被称为

2024开年首个“顶流”城市。

“冰城”缘何成“热点”？让哈尔滨成为“网红”城

市的，不仅是独具魅力的冰情雪韵，还有积淀百年的

人文底蕴。

这里有“冷”与“热”的极致体验，冰天雪地变成

了金山银山；这里有“土”与“洋”的碰撞融通，中外文

化交汇成新的交响；这里有“闯”与“创”的传承开拓，

澎湃出新时代的活力迸发。

今天的“尔滨”，是让本地人有些“陌生”、让外地

人越来越关注的宝藏之城。

新华社记者 顾钱江 管建涛 杨思琪

很多人发现，让哈尔滨在这个冬天“走红”

的，不仅是冰雪热，还有特色美食、热情民风。

中外文化在哈尔滨碰撞、交融，带给这片土地独

特的魅力。

烟火漫卷的百年街区，人头攒动的红专街早

市，行李箱摞成小山的洗浴中心，排号一小时起

步的铁锅炖，精致典雅的建筑艺术长廊……除了

排队打卡热门景区，哈尔滨的建筑、饮食、洗浴文

化以及市民的热情好客，也被大家津津乐道。

“昨天已经尝了锅包肉、油炸糕、烤红肠，今天

下雪一定要来吃心心念念的铁锅炖大鹅。排了一

个多小时，但是觉得很值。”来自福建的张女士说。

“东北大花”主题与火车、汽车融合，将冻梨改

刀、切块、摆盘，用勺子吃烤红薯，路边新增温暖驿

站，东北大汉学会“夹子音”……哈尔滨市民的淳

朴好客，赢得了外地“小金豆”们的点赞，吸引着八

方来客。

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出来，很快就到松花江

畔的百年老街。漫步在中央大街，恍如行走在建

筑艺术长廊。中央大街上的欧式、仿欧式建筑鳞

次栉比，汇集多种风格。

“土”与“洋”的对话与融合，使哈尔滨更添奇

妙丰富的色彩。

哈尔滨，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舞台。“不是欧

洲去不起，而是哈尔滨更有性价比”“来这仿佛找

到了童年，遇见回得去的故乡”……一句句幽默

感言，道出了人们对哈尔滨独特风情的喜爱。

1月6日，11名来自广西南宁的小朋友——“小砂糖
橘”结束漠河游学之旅，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与企鹅亲
密互动。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20232023 年年 1212 月月 3131 日日，，哈尔滨百年老街中央大街人哈尔滨百年老街中央大街人

头攒动头攒动。。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王建威//摄摄

11月月55日日，，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游玩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游玩（（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当日当日，，第第4040届中届中

国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开幕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开幕，，吸引众多游客吸引众多游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涛张涛//摄摄

哈尔滨，曾经是松花江边默默无闻的小渔村。

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百姓，带着开天

辟地的豪迈，历尽千辛万苦“闯”到这里，开垦土

地、投亲靠友、合伙投资、开办店铺，成为重要的

开发建设者。

新中国成立后，“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助的

156个重点项目中，哈尔滨占了13项，在全国大

城市中居前列。

一时间，哈尔滨电碳厂、哈尔滨电机厂、哈尔

滨轴承厂、哈尔滨锅炉厂……一座座厂房拔地而

起，一部部机器轰鸣震天，一大批有实力的企业

崛起，哈尔滨一度成为与上海、北京、天津等齐

名的大城市。

时过境迁，人们不必为谋生而跋山涉水，“闯

关东”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座城市前进

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上埋

头探索，焕发青春荣光。

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

文化街区，80个院落、207栋特色建筑将迎来更

新改造。“想过上好日子，等靠要是不行的，还得

拿出父辈们‘闯关东’的精神，靠实干‘创’出新

世界。”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一家策展书店

负责人于冰说，自己希望打造一个兼具文化底

蕴和商业潜力的打卡地。

寒地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科研资源，也是冰雪

游的宝贵财富。抓住“文旅热”的风口，越来越

多年轻人投身新经济、新业态，让城市发展尽显

青春与活力。

“住惯了‘千房一面’的快捷酒店，许多年轻

人开始追求差异化、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几年

前，曾在广东工作的林枫、侯佳选择回乡创业，

以老哈尔滨风情打造复古民宿。如今，他们的

特色民宿已开到十几家。

在和林枫一样的见证者眼中，“冰城”变为“热

点”，一场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的变革正在发生，

也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生动实践增添注脚——

哈尔滨市文旅局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账号，

实时更新冰雪旅游信息，其中不乏“哈工大”研

学攻略、哈尔滨大滑梯盘点、雪人地图等“网红”

观光点位；

叫响以西餐美食、地方小吃为代表的“哈埠

菜”品牌，开发“滨滨有礼”、冰雪服饰等100多种

工艺品和纪念品，促进旅游消费能力加快增长；

旅游企业和餐饮店主纷纷“头脑风暴”，创意

推出黑马骑士、人造月亮、冰面热气球、狂飙气

垫船、索菲亚大教堂甜点，“一天一个花样”，满

足游客的眼球和味蕾……

冰雪节启幕，新经济、新业态在这里拔节生

长。从哈尔滨到“尔滨”，再到“滨”，吸引着各地

旅行团带着好奇而来。

“哈尔滨绽放的雪花，是旅游业的繁花，表达了

人们对消费复苏寄予的厚望。”1月5日，中国冰雪旅

游发展论坛在哈尔滨开幕，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有感而发：新时代旅游业要高质量发展，要推进文化

和旅游在更深程度、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融合。

眼下，雪花装点“冰城”，欢聚点燃热情，隆冬方

启。这座看得见文化、留得住游客的“冰城”，带着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奏响新时代东北全

面振兴的强音，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雄浑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