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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是中国连接亚欧的重要枢纽，向北开放
的前沿之地。

从1903年建成通往繁华商埠的第一条铁轨开
始，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就此诞生。大豆、小麦、
杂粮、畜产品等从这里远销日本及欧洲国家。

“中东铁路建设和城市建设时期，哈尔滨就是一
个大市场，人员、资金、物资短时间内迅速集聚，铁路
建设高潮时雇用的中国工人达到17万人。”哈尔滨市
委史志研究室方志工作处处长韩士明说。

来来往往的俄商曾在哈尔滨开办秋林商会，附
设灌肠作坊，成为生产欧式肉灌制品最早的加工
厂。时至今日，红肠、格瓦斯仍是秋林公司的金字招
牌，也是哈尔滨人餐桌上的必备美食。

创新与开放，成为融入这座城市骨髓的鲜明特质。
横跨松花江，昔日宏伟的中东铁路桥变身网红

观赏点，与之平行的则是一座现代化双线电气化铁
路桥。中欧班列在这里呼啸而过，把中国的优质商

品运往万里之外的欧洲。
“老桥与新桥，是近代工业与现代科技的对话，

是历史与未来的缩影。时过境迁，始终不变的是开
放的步伐、向前的脉动。”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
委书记于洪涛说。

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
谈会、世界5G大会……凭借地缘优势，背靠中国超
大规模市场，哈尔滨举办一系列国际盛会。在巩固
东北亚地区市场基础上，哈尔滨深化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交流，辐射范围向欧洲等地区延伸。

越来越多年轻人看中这座城市蕴藏的新机遇、
新潜能，投身新经济、新业态，激扬青春与活力。

赓续城市文脉，近三年时间里，哈尔滨完成对近
600座历史文化建筑的数字化信息采集，一大批历史
文化街区迎来更新改造。“百年前的烟火气焕发新的
生机，令人回味悠长。”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
运营一家策展书店的于冰说，通过创新设计赋能老

城发展，文化街区“变身”兼具文化底蕴和商业潜力
的网红打卡地。

和“土著”于冰不同，“85后”郑好是新时代“闯关
东人”。2022年，他从一所海外高校回国，成为哈尔
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短短几个月
内，他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围绕寒区冰雪路面开展研究。

松花江北岸，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
尔滨片区成立已有五年，汇聚众多科创企业的深圳
（哈尔滨）产业园拔地而起。到2024年上半年，园区
累计注册企业663家，数字经济、生物经济产业集聚
效应初步形成。

站在更高起点，瞄准更高目标，哈尔滨在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建设新征程上昂首阔步、续写华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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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顾钱江杨思琪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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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15日，参会者在第三十二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了解展品情况。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一江两岸传奇地 ——解码百年名城
哈尔滨的文化自信样本

20242024年年55月月1919日日，，在第八届中俄博览会新质生在第八届中俄博览会新质生
产力科技成果展区产力科技成果展区，，参会者在了解哈工大液压人形机参会者在了解哈工大液压人形机
器人系统器人系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王建威王建威摄摄

20242024年年66月月44日日，，人们在哈尔滨市被称作人们在哈尔滨市被称作
““老江桥老江桥””的滨州铁路桥上游玩的滨州铁路桥上游玩。。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谢剑飞谢剑飞摄摄

20242024年年88月月1414日日，，游客在哈尔滨游客在哈尔滨
建筑艺术广场游览建筑艺术广场游览。。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王建威王建威摄摄

哈尔滨市一曼街241号，一座象牙白色的古典复
兴主义风格建筑巍然矗立，这就是1948年辟建的东
北烈士纪念馆。

馆内一楼，一套曾浸染血迹的鞋裤吸引不少
参观者驻足凝神。1946年3月9日，东北抗联名将
李兆麟正是身穿这套行装离开家门，惨遭国民党
特务杀害。

“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们的眼睛，唤起人们的
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对于生命的价值，李兆麟
早有定义。

“十四年艰苦奋斗，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
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一大批东北抗联
将士，顽强抵抗日军铁蹄践踏，热血洒满黑土地。”东
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强敏说。

历史虽已远去，英雄却不曾离开。如今的哈尔
滨，兆麟公园、一曼小学、尚志大街等以英雄命名的

公园、学校和街道，成为人们缅怀英雄的去处。
黑龙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地区14年抗战的

重要区域，革命文化、抗联精神奠定了哈尔滨的红色
基调，成为激励人们前进的信仰之源。

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哈尔滨
始终挺立在前、奋斗在先，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崛起
为重要工业城市。

20世纪50年代，为培养国家急需人才，800多名
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召，一路北上来到哈尔滨工业
大学，建立新学科，创办新专业，被称为哈工大“八百
壮士”。“振兴国家就是最重要的抱负，我们一心想的
是建设新中国。”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沈世钊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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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碳厂、哈尔滨电机
厂、哈尔滨轴承厂等一大批企业拔地而起。到1957

年“一五”计划结束，哈尔滨工业总产值位居全国大
城市前列。

改革开放后，随着产业结构偏重、企业经营困难、
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浮现，哈尔滨经历转型之痛。

严峻挑战下，哈尔滨以滚石上山的闯劲、爬坡过
坎的韧劲，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动能转换、增长方式转
变；近年来更是主动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等
新兴产业，锻造“国之重器”，续写新时代的传奇——

哈电集团“十年磨一剑”，在2400多张设计图纸
中铸造“核电之肺”高温气冷堆蒸汽发生器，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创新研制出
国产大飞机机翼板材，率先打破国外封锁……

松花江气势磅礴，奔流向前。爱国与奉献早已
如同江水一般，融入哈尔滨人的血脉，激荡出生生不
息的城市精神。

哈尔滨，满语中意为“晒网场”。20世纪初，这里
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

1898年，中东铁路规划建设，哈尔滨被确定为其
枢纽和修筑中心，曾经的小渔村逐渐崛起为国际性
商埠，东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赋予这片土地独
特的魅力。

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
区，游人的目光总会被临街建筑的巴洛克式装饰所
吸引，仿若置身欧洲小镇。再往里走，带有门洞、天
桥、天井的典型中式四合院迎面而来。

“这种前店后宅、院院勾连、四合院式的民居商
市建筑，融汇东西元素，集气派、简洁、典雅于一体。”
哈尔滨城史文物馆馆长杨伟东说。

哈尔滨是中国最早引入西方音乐的城市之一。
1908年，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哈尔

滨交响乐团。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命名为“音乐之城”。

松花江畔，哈尔滨大剧院仿佛从湿地中破冰
而出，传统与西洋、现代与古典，千姿百态的音乐
与歌曲在这里轮番登场。剧院一隅的哈尔滨音
乐博物馆，中西古今乐器集于一堂，词曲作者与
歌者群星闪耀，述说着这座城市闻名于世的历
史。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哈尔滨大剧院融合人
文、艺术与自然，这座大地景观已然成为城市灵
魂的构件之一。

“如果让我给哈尔滨这张名片打上几个关键词
的话，我会写：冰雪、教堂、步行街、啤酒、列巴红肠。”
作家迟子建在散文《水墨丹青哈尔滨》中这样写道。
在她眼中，哈尔滨自开埠以来就是一座多元、开放、
包容的城市，如今在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勃生机。

去年底，“冰城”因冰雪游火爆“出圈”，人称“被
流量唤醒的城市”。“尔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更新
城市治理观念，用热情与智慧感动游客、服务市民。
仅龙年春节黄金周，哈尔滨就累计接待游客1009.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4.2亿元。

“一季火”如何实现“四季红”？7月初开幕的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
证为世界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这里温度保持
在零下8摄氏度到零下12摄氏度，由冰雕、雪花、光
影构成一个梦幻的天地，成为今夏哈尔滨的一大奇
观，吸引了大批游人。

“‘反季冰雪’正成为哈尔滨的新名片。”哈尔滨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洪新说，哈尔滨正深挖
地域特色，创新文旅产品，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实践地。

英雄之城：红色气质澎湃不息

魅力之城：东西文化交融绽放

开放之城：汇通中外迈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