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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近期，“南方‘小土豆’勇闯哈尔

滨”的话题频上热搜。有着“冰城”

之称的哈尔滨市，正凭借冰雪旅游

火爆出圈，成为 2024年第一个网红

城市。1月 5日，2024中国冰雪旅游

发展论坛发布《中国冰雪旅游发展

报告（2024）》，哈尔滨市荣登“2024
年冰雪旅游十佳城市”榜首。

据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大数据测算，截至 1月 1日，哈尔滨

市2024年元旦三天假期累计接待游

客 304.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9.14亿元，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

入达到历史峰值。元旦过后，哈尔

滨市的冰雪游热度依然不减，证券

时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哈尔滨市正

在用“冷资源”持续撬动“热经济”，

促动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全产

业链发展，让冰雪旅游成为区域经

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南方游客纷至沓来

1月 4日中午，黄明（化名）与妻

子乘坐飞机从广州市出发，4个多小

时后顺利抵达哈尔滨市。在宾馆稍

适休息后，黄明与妻子就立刻前往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去年12月下旬开始，总能在手

机上刷到关于哈尔滨市的视频，正

是在这些视频的吸引下，我们才会

来到这里旅游。”黄明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这是夫妻二人第一次来东北，

计划行程是四天三晚，除了在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游玩之外，接下来还

准备去亚布力和雪乡。

在黄明夫妇抵达哈尔滨前，江

苏省南京市的赵颖（化名）与三位好

朋友已于1月1日来到哈尔滨市，跟

随旅行团前往雪乡。此前，赵颖的

一位闺蜜于去年12月下旬到哈尔滨

旅游后，就极力向赵颖推荐哈尔滨

市的冰雪旅游，最终促成赵颖等4人

的本次旅行。“我们的整体行程是五

天四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游玩

之后，还要去中央大街和索菲亚大

教堂打卡，计划1月5日返程。”1月4
日，赵颖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据统计，元旦期间，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接待游客 16.32万人次，同比

增长 435%，收入 4618万元，同比增

长 494%。其中，2023年 12月 31日

入园 6.4886万人次，超过历史极值

10.54%。在同程旅游公布的2024年

元旦假期热门景区 TOP10中，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排名居首。

元旦过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依然热度不减。“1月 3日、1月 4日，

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游客依然不

少。元旦过后，各地学校陆续开启

寒假模式，学生已成为前来旅游的

主力军。”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大

型蹦迪现场旁，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1月5日，第40届中国·哈尔滨国际

冰雪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启

幕，哈尔滨全市将因冰雪节公休 1
天，前来游玩的游客可能会更多。”

证券时报记者在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内还采访了多位来自江西省、

云南省、山东省、安徽省的游客，他

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网上刷到

与哈尔滨相关的视频后来到哈尔滨

市。“外地游客来哈尔滨市旅游不仅

能观赏，还能体验，更能沉浸，空中

飞、地上跑、水里泡、雪里滑，冰上

漂，几乎样样都有。来哈尔滨旅游

一次，可以玩到百种冰雪游乐项目，

这些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所在。”

黑龙江省重点培育智库首席专家、

黑龙江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院长张贵

海说。

促进旅游全产业链发展

1月4日20时左右，来自杭州的

刘宇（化名）与女朋友牵着手走出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之后乘坐地铁前

往中央大街。在地铁上，刘宇与女

朋友一边翻看刚刚在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拍摄的照片，一边商量将哪些

照片发布于社交平台。“听说晚上的

中央大街和索菲亚大教堂非常美，

特别适合拍照、出片。”刘宇说。

除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之外，

中央大街和索菲亚大教堂也是大多

数南方游客前往打卡的“刚需点”。

数据统计，元旦期间，哈尔滨市中央

大街客流量 198 万人次，日均超过

6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9.74%，较

2019年同期增长19.65%。元旦三天

假期，仅马迭尔冰棍销售量就达 10
万支。

哈尔滨市中央大街附近一位餐

馆老板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南方游

客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东北的铁锅

炖、杀猪菜、锅包肉、红肠、马迭尔冰

棍等这些东北特色美食，现在，最火

爆的当属铁锅炖和杀猪菜，很多经

营这两种菜的饭店，在就餐时间都

要叫号排位。“一些经营铁锅炖的饭

店，日营业额已经实现翻倍增长。”

他说。哈尔滨的网约车司机张峰

（化名）提到自己最大的感受是，随

着哈尔滨市火爆出圈，越来越多的

南方“小土豆”们来到这里，当地网

约车的活计较此前明显增多，自己

的收入也有所增加。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肇

勇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发展冰雪旅

游产业，不仅拉动就业、增加收入，

还能促进吃、住、行、游、购、娱旅游

全产业链发展，哈尔滨市火爆之后，

该市的餐饮、住宿、交通、消费等行

业也将因此大为受益。“有人气就有

财气。冰雪旅游能够增加城市旅游

收入，带动产业链，辐射全领域，是

十年未遇的大好事。”张贵海对此给

予积级评价。

哈尔滨爆火的背后

哈尔滨市这座位于我国最北端

的省会城市，这次为何会如此火爆？

2023年 11月 3日，黑龙江省冬

季旅游粤港澳大湾区推介会在广州

市开启，这也是该省 2023年冰雪旅

游推介的首站。之后，黑龙江陆续

在武汉、成都、杭州、北京等地开展

冬季旅游推介活动。“哈尔滨市火爆

出圈，虽然与黑龙江冬季旅游推介

活动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还是短

视频等社交平台的推介作用。当一

些城市、省份还在用传统手段开展

旅游推介活动的时候，哈尔滨市已

经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引

流。”丁肇勇说，哈尔滨市火爆出圈

始于去年 12月中下旬的“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退票”风波，当地第一时间

采取一连串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令广大网友高度认可，让外界看到

了哈尔滨市的真诚和担当，并将哈

尔滨市送上热搜。

“想要发展旅游业，就要学会换

位思考，必须要从游客的角度思考

问题。在外地游客纷至沓来后，哈

尔滨市能够站在游客的角度及时提

供一系列无微不至的服务，同时也

将东北人的热情、淳朴、幽默的特点

表现得淋漓尽致。外地游客通过短

视频、朋友圈等进一步传播，很快在

互联网上发酵，吸引了更多的外地

游客前往哈尔滨市，如此一来就形

成 了 非 常 好 的 良 性 循 环 。”丁 肇

勇说。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退票”事件

是偶发事件，令人始料不及，但同样

舆情反转也让人未曾预料。张贵海

认为，哈尔滨冰雪旅游已经基本成

熟，今年之所以爆棚，得益于自媒体

传播。在传统项目中添加新元素，

就能成为新项目，今年哈尔滨市的

项目创新、业态翻新、服务贴心确实

前所未有。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也

是服务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哈尔

滨市在旅游产业链各环节不留空

白，全规程服务，全社会参与，全景

区配合，这种创新经营、创新传播，

打破了老俗套、老旧套的固有模式，

让冰雪增值、产能增效，接下来哈尔

滨市在产品类别创新、服务精细化、

营销方式、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将

有进一步改善和提升的空间。“哈尔

滨市应该珍惜这种发展态势，保证

冰雪旅游有序安全，提高人性化服

务水平。不断创新产品供给，发挥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作用，满足市场

日新月异的需求，增加旅游深度消

费的场景和项目。”张贵海说。

政府层面已意识到这个问题。

去年 12月 30日，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张安顺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哈尔滨市

跨年夜安排及应急预案有关工作汇

报。张安顺强调，这次哈尔滨市冰

雪季实现“开门红”，充分展现了优

质冰雪资源的独特魅力，要把握机

遇、精心设计，优化服务、强化管理，

积极回应市场变化和游客需求，进

一步扩大冰雪旅游优质产品供给，

千方百计提升游客满意度和体验

感，带动全市冰雪经济整体提质增

效，把“哈尔滨市冰雪旅游”这块金

字招牌擦得更亮，全力打造“冰雪文

化之都”。

发展冰雪旅游
成全省共识

张贵海认为，北京冬奥会为

全国人民作了一次冰雪产业的普

及，推动了体旅融合，加快了冰雪

旅游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冬奥

会中黑龙江省的冰雪运动成绩斐

然，树立了黑龙江省冰雪产业形

象，更多人关注冰雪，参与冰雪，

3.46 亿人的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哈

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发展冰雪旅

游大有可为。

2023 年 11 月，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印发《黑龙江省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规划》，提出要全力发展冰雪

旅游，充分发挥冰雪旅游资源禀赋

高、产业基础好、市场影响大的优

势，加快发展冰雪经济，推动冰雪

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

游全产业链发展，开发一批具有国

际品质的冰雪运动和休闲度假产

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旅

游核心圈，打造世界级冰雪旅游度

假胜地和冰雪经济高地。目前，发

展冰雪旅游已经在黑龙江省上下

形成共识。在哈尔滨市火爆出圈

的同时，黑龙江省的其它城市也在

大力发展冰雪经济，将其作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

黑龙江省独特的冰雪美景和

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在吸引全国各

地的游客前往打卡。2024 年元旦

期间，黑龙江省全省累计接待游

客 661.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73.7%，高出全国增幅 18.4个百分

点。旅游收入 69.2 亿元，同比增

长 364.7%，高出全国增幅 164 个百

分点。大量外地游客前往黑龙江

打 卡 ，带 动 了 机 场 客 流 快 速 增

长。元旦假期，黑龙江省内多地

迎来客流高峰，齐齐哈尔、黑河、

漠河、伊春、鸡西、加格达奇等支

线机场呈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漠

河机场同比 2019年增长 125.8%。

对于黑龙江省而言，培育壮大

旅游市场主体，加速集聚冰雪产业，

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将更好地释

放旅游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切

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三天揽金近60亿
冰雪旅游成哈尔滨发展新动能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自去年12月中旬出现底部反转以来，洛

阳钼业(603993)近期股价显著走强。1 月 5
日，该股盘中一度大涨近 5%，后涨幅收窄至

1.35%，收于5.27元/股，较约半月前的低点收

获超14%涨幅。

1月 4日晚间，洛阳钼业披露的 2023年

主要产品产量的初步核算数据显示，公司

铜、钴、钼、钨、铌、磷肥、黄金所有产品产量

同比均实现上涨，其中铜、钴等主要产品更

是实现了爆发式增长。2023年，洛阳钼业累

计产铜（按金属量计，下同）41.95万吨，同比

增产14万多吨，涨幅51%；产钴5.55万吨，同

比增产 3.5万多吨，涨幅 174%。产钼 1.56万

吨，同比上涨 3%；产钨 7975 吨，同比上涨

6%；产铌 9515 吨，同比上涨 3%；产出磷肥

117万吨，同比上涨 3%；产出黄金 18771盎

司，同比上涨16%。

铜、钴产量的增长，得益于该公司旗下

海外矿山的产能释放。2016年，洛阳钼业作

价26.5亿美元收购了TFM铜钴矿80%权益，

此后又在 2020年通过收购KFM项目，间接

持有 KFM 铜钴矿 71.25%权益。而 TFM 和

KFM矿区均为世界级铜钴矿。就在2023年，

洛阳钼业在刚果（金）的TFM和KFM两座世

界级矿山均从建设期进入到生产期。证券

时报记者从洛阳钼业了解到，2023年该公司

TFM混合矿中区和东区完成建设，并新增 3
条生产线，TFM累计拥有5条生产线；KFM于

2023年第二季度投产即达产，始终保持稳产

高产，12月产铜近 1.5万吨。按 2023年公开

预测口径，洛阳钼业新增产铜量将成为全球

新增产铜量的重要来源，公司或已超越嘉能

可，跻身全球最大钴生产商。而 2024年，随

着TFM混合矿逐步达产，KFM潜能进一步发

挥，预计全年洛阳钼业铜钴产量还将有显著

提升。

除铜、钴产量大增外，2023年洛阳钼业

也妥善解决了TFM权益金问题，破局了非洲

物流紧张态势。同时，洛阳钼业中国区挑战

极限抢抓市场机遇，巴西铌磷板块改革在深

水区稳步前行。各矿区全面发力下，所有产

品产量均同比上涨。

洛阳钼业近期股价走强或与近期磷资

源板块的整体强势不无关联。受行业预期

向好影响，川金诺、中毅达、湖北宜化、清水

源等股价近期也涨势明显。

股价半月涨超14%
洛阳钼业披露去年产量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北交所市场吸引力持续增强。1月 4日

两家公司终止沪深 IPO上市辅导，改道北交

所 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证监会网站显示，1月4日河南嘉晨智能

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嘉晨智能”）在河

南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拟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辅

导机构为中金公司。同日，广州尚航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尚航科技”)在广东证

监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拟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辅导券

商为国泰君安证券。

嘉晨智能主营业务为车辆智能驱动控

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1年至2023年
上半年，嘉晨智能实现营收分别为2.83亿元、

3.37 亿元和 1.87 亿元，同期净利润分别为

5237.44 万元、5692.73 万元和 1877.7 万元。

嘉晨智能原计划募资 5.36亿元，用于新能源

车辆智能驱动控制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尚航科技是互联网数据中心领域的一站

式服务提供商，主营业务包括 IDC综合服务、

云综合服务及其他服务。2021年至 2023年

上半年，尚航科技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4.64
亿元、4.57亿元和 2.2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7294.99万元、6634.89万元和 2301.04万元。

尚航科技原计划募资9.4亿元，用于尚航华东

云基地二期数据中心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尚航科技与小米雷军关

系颇深。招股书显示，尚航科技前身广州尚

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尚航有限”）成立

于2010年，公司创始股东包括雷军、兰满桔、

广州菁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州

朗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现已注销）。其中，

雷军是互联网领域内的连续创业者，目前也

是小米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航有

限设立时，雷军持股比例超50%。

随着政策风向变化，投行和企业改道北

交所上市积极性明显提高。除了尚未正式

启动 IPO的企业改道北交所，类似嘉晨智能、

尚航科技等昔日冲刺沪深交易所折戟的企

业同样将上市目的地调整到北交所。另外，

千禧龙纤、九州风神、公元新能、聚星科技、

天威新材等企业也选择改道北交所上市。

两公司改道北交所IPO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2024年开年，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已经被公认为是第一网红城市。

在此之前，山东省淄博市在 2023年

上半年也曾有过相似经历。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淄博市和

哈尔滨市成为网红城市的背后，有

着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座城市

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同时期的“顶

流”，并非相关政府部门招商引资、

进行项目推介的结果，而是充分利

用全媒体时代的流量效应，深入挖

掘自身独具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

文化特征、风土人情，配之高效、人

性化管理和服务的结果。淄博市和

哈尔滨市双双爆火，都没有事先设

计、演练，均由市场自身驱动完成。

淄博市和哈尔滨市的爆火离不

开大的时代背景。哈尔滨工业大学

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马涛教授

认为，中国发展到目前阶段，国民收

入水平持续增长，对文旅需求的偏

好同步提高，这是推动国内文旅行

业发展的刚性因素。三年疫情过

后，国内文旅市场偏好有了新的变

化，从之前的热衷出国旅游体验转

变为对美丽中国的更多关注，对美

丽中国这种文旅题材偏好比重增

加。不论是“好客山东”还是“大美

龙江”，都是美丽中国的具体体现。

从供给的角度看，经历三年疫

情，国内文旅产品的供给服务也在

不断更新，并有了较为明显的跃

升。文旅产品的构建是较为系统的

工程，目前的很多文旅产品运用了

新技术、新组织，产品涵盖的文化元

素可谓中西贯通、南北共鸣，令文旅

产业凸显发展张力。

淄博市、哈尔滨市先后爆火，全

都迎来了巨大的流量和富贵。现阶

段，外界除了关注哈尔滨市冲上热

搜的话题之外，也十分关注这类网

红城市如何承接住突如其来的流

量、长期吸引游客。

证券时报记者在哈尔滨市采访

期间，多位东北当地学者均认为哈

尔滨市的热度可以持续。例如，马

涛认为，哈尔滨市冰雪旅游爆火的

表面是现阶段的文旅体验，实质上

是新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化建

设的人文成果、建筑成果、工业成果

的集中体现。东北作为率先完成工

业化的老工业基地，有着自身特有

的地域文化底蕴，能够让外地游客

感受到其它地区所不具备的体验。

国家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余年

长期投入让东北三省完成了基础设

施现代化转变，成为发展文旅产业先

决条件。20年久久为功的历史耐心

也改变了市场，把老工业基地带入了

高效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系中。适应了数字技术、智

能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塑造新产业、改

造传统产业的需求，重组升级了存量

文旅资产结构与产品服务体系，让外

地游客获得更好的体验。

最为重要的是，北京冬奥会之

后，人们已经培养出冬季文旅、冰雪

消费的新需求，东北更适宜提供这种

体系化冬季文旅服务、多样化北国风

貌体验。只要哈尔滨市能够不断推

陈出新，为全国游客不断带来新体

验，只要政府部门能够不断提升和优

化管理、服务水平，那么下一个冬季，

哈尔滨市依然会是冬季文旅的首选

地，依然会继续成为“顶流”。

从淄博到哈尔滨 同为网红城市有何共通之处？

孙宪超孙宪超//摄摄 官兵官兵//制图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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