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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干 湖 畔 ，游 客 认 真 观 赏“ 冰 湖 腾 鱼 ”盛

景；渔场大院，鱼肉被加工成水饺销往各地；冰

雪乐园，父母带着孩子体验溜冰车、滑雪圈等

项目……吉林西部，松花江最大支流嫩江在此

由北向南蜿蜒前进，沿途留下大量泡沼，松原、

白城等地组合出辽阔的水域，为冰雪经济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

今年，借力游客流量，吉林省打造西部“冬

捕经济带”，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

前，松原、白城等地已经形成以查干湖、向海、月

亮泡、哈尔淖为代表的冬捕活动集群，“冬捕+”

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吉林‘冬捕经济带’的火热

不 是 个 例 ，其 背 后 是 整 个 东 北 冰 雪 经 济 的 火

热。”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芝说。

连通河湖，助力渔业兴盛

清晨，阳光穿过寒雾，洒满冰封雪覆的湖面，

传统仪式开启。鼓点声和着琴声马鸣，渔把头的

号子在湖面上回荡……

在松原市查干湖第二十二届冰雪渔猎文化

旅游节开幕式现场，4 匹健硕的马正拉着绞盘

打转，渔网好似一条传送带，带动数万尾鲜鱼源

源不断出湖，在冰湖上弹跳。“我在渔网上摘了

条大鱼，足有 20 多斤，已经买下啦！”辽宁游客

李女士拿着手机不停记录大湖丰收图景。

“今年冬捕伊始就收获颇丰，最大一网达到

36 万斤。”查干湖渔把头辛继龙说，据测算，今

年冬捕的捕捞量将超过 400 万斤，比往年增加

约三成。

靠水吃水，年年有鱼的好日子，并不是一直

如此。

此 前 ，受 气 候 变 化 等 多 重 因 素 影 响 ，吉

林 省 西 部 降 水 逐 年 减 少 ，查 干 湖 水 域 面 积 和

渔 业 资 源 不 断 萎 缩 。 如 何 破 局 ？ 吉 林 省 委 、

省 政 府 启 动 西 部 河 湖 连 通 工 程 ，依 托 天 然 水

系，引水修渠，打通河湖泡沼之间的“毛细血

管 ”，使 水 资 源 在 更 大 空 间 范 围 内 的 分 布 更

趋均衡。

“水清了，鱼多了，渔场职工的收入比原来

高了不少。”吉林查干湖渔业有限公司副经理

刘殿阳说，现在公司每年向湖中投放花鲢、白

鲢等鱼苗超 1000 万尾，年产鱼量稳定在 5000
吨以上。

目光向西，白城市的月亮泡、哈尔淖等地的

冬捕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白城市镇赉县哈尔淖渔场，当地的渔把头

兼任拍卖师，正对率先出水的 6 条大鱼进行拍

卖，场面热烈。“今年哈尔淖冬捕产量预计达 60
万斤。”哈尔淖渔场负责人李明说，“水库成了大

宝库，鱼根本不愁卖。”

渔业兴盛，火的不仅仅是鱼。得益于河湖

连通等工程的实施，曾经盐碱地连片的镇赉县

如今水田遍地。2023 年，全县湖泊泡塘养殖河

蟹 14.5 万亩，稻田养蟹 5.6 万亩。全县水产品产

量达 2.73 万吨，渔业经济产值突破 5 亿元，被农

业农村部评为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

借力冬捕，发展多样产业

托起面皮，放入鱼肉馅料，捏紧收口，手心

里“涌”出一个饺子，整齐地码在案板上……走

进镇赉县哈尔淖渔场大院的一间房屋，39 岁

的渔场职工王娜正和 10 多名姐妹一起忙着包

饺子。

坐拥渔业资源“宝库”，如何挖掘出更高的

价值？“归根到底是要延伸产业链，做好深加

工。”李明说，近年来，哈尔淖渔场针对市场需

求，不断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精细分割的鱼

肉、美味的鱼肉水饺，都为渔场营收拓宽了空

间。“加工好的手工鱼肉水饺能卖到 40 元一斤，

农产品附加值大大提升。”

王娜在渔场负责养殖鱼苗，往年冬闲的时

候外出打零工，收入并不稳定。如今在渔场参

与鱼肉加工，一个冬捕季她可以拿到 7000 多元

的收入。

立足渔业，做强文旅，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激活带动吉林省西部民宿、餐饮、物流等行业蓬

勃发展。

推开“查干湖渔港民俗村”农家乐的房门，

喧闹的人声混着屋内的热气扑面而来，农家乐

经营者曲三妹在各桌客人之间穿行招呼，一盘

盘湖鱼佳肴被送上餐桌。

“来查干湖的游客越来越多了，还得再招几

个人才行。”好不容易腾出空来，曲三妹坐在柜

台跟记者唠起农家乐的发展。

从最初只是搭帐篷起灶台，发展到占地数

千平方米、每天可接纳约 300 人用餐的农家乐，

曲三妹是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以前只

有省内的人来游玩，现在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

来看冬捕。”曲三妹说，自家农家乐如今的年收

入在 30 万元左右。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展了快递业务，把产

品送到全国各地的餐桌上。”曲三妹向记者展示

手机上收到的顾客订单，“今天又有人订了 50
套 398 元的湖鱼套餐，晚上就能寄出去。”

在不远处的吉林查干湖渔业有限公司鱼产

品超市里，一排排从湖中打上来的鱼在这里码

成高高的冻鱼垛。大家把这里叫作“冰院子”，

一辆辆装鱼运鱼的大车往来穿梭。

“最近忙得停不下来。”院子里，查干湖附近

羊营子村的村民杨昌旭正在紧张有序装箱、打

包。他告诉记者，农闲时他就在这里打工，每天

可以拿到 200 元的收入。“现在哪还有什么‘猫

冬’，一年四季都停不下来喽。”

创新业态，拓宽发展空间

一入冬，吉林省西部辽阔的水域就凝成厚

实的冰面，成为人们天然的游乐园、运动场。近

年来，吉林省西部各地在冬捕的基础上，深挖冰

雪主题，在做强“鱼生意”的同时，讲好冰雪故事。

“ 孩 子 们 收 获 很 大 。”在 白 城 市 南 湖 冰 雪

乐园，市民王蕊正带着两个孩子体验冰雪“碰

碰车”、冰上自行车等项目，“孩子们不仅锻炼

了身体，还培养了对冰雪运动的兴趣，这趟来

得值。”

据冰雪乐园经营者张德福介绍，这个冬天，

来 冰 雪 乐 园 游 玩 的 人 明 显 增 多 ，每 天 能 有 近

1000 人。“前两年花了 30 万元升级设备、丰富项

目，今年打算继续扩大投入。”张德福说，过两天

这里还要举办冰雪趣味运动会，“冰雪热”持续

升温，“现在就愁订不到雪地滚筒，冰雪设备在

周边供不应求，卖得太火了。”

近 年 来 ，吉 林 省 着 力 打 造 万 亿 级 旅 游 产

业，出台《吉林省旅游万亿级产业攻坚行动方

案（2023—2025 年）》，以农文旅、商文旅、林文

旅、体文旅等深度融合为主线，谋定“产业集

群、空间集聚、主体集成、产品集萃、服务集客、

要素集中”的发展思路。吉林省西部松原、白

城等地依托冰雪资源优势，持续创新业态，拓

宽产业空间——

松原市在查干湖冰雪旅游节基础上，各县

（市、区）联动推出“一地一品”旅游品牌，举办青

少年冰球交流赛、“冰纷松原”花样滑冰表演赛

等全国性、省级赛事 7 项；举办冰上马拉松赛、

雪地足球赛、冰雪运动会等百余场次全民欢乐

冰雪季活动和“百万学子做花灯”“冰湖好运放

花灯”“冰雪奇缘探花灯”专场系列活动，满足游

客多样化冰上运动休闲需求。

白城市依托向海、月亮泡、哈尔淖等冰湖资

源集聚优势，打造“冰湖旅游集群”，开展渔猎冬

捕、冰湖观光、冰帆运动、冰湖穿越等特色活动

及赛事，塑造“玩冰到白城”特色冰雪旅游品牌，

查干浩特首届大学生雪雕文化旅游节、首届“冰

汤圆”文化节、首届墨宝园冰嬉冰雪嘉年华活动

等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

玩体验，拉动冰雪经济持续增长。

一条“冬捕经济带”，串联起吉林省西部大

大小小的河湖，开辟着产业发展的广阔空间。

据介绍，吉林省西部将抢抓冰雪经济发展机遇，

开展“冬捕+”行动，强化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统筹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谋划实施重大工程

项目，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渔

业保障粮食安全的新支撑、冰雪经济发展的新

基地。

依托河湖资源，发展冰雪经济

吉林省推动“冬捕+”产业持续壮大
本报记者 汪志球 门杰伟

■经济聚焦R
核心阅读

河湖工程扎实实施，渔业
发展迅速；积极延伸产业链，产
品附加值不断提升；打造文旅
创新场景，产业空间拓宽……
今年以来，吉林省打造西部“冬
捕经济带”，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冬捕+”产业持续发
展壮大，冰雪经济快速增长。

本报北京 1 月 22 日电

（记 者屈信明）记 者 从 国 家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获 悉 ：

2023 年，金融监管总局对 36
家 保 险 公 司 开 展 了 偿 付 能

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以

下简称“SARMRA 评估”）。

保 险 集 团 、财 险 公 司 、寿 险

公司、再保险公司的评估平

均 分 分 别 为 80.86 分 、75.45
分、78.10 分、78.81 分。从分

数 分 布 看 ，80 分 以 上 的 13
家 ，占 比 36.10% ；70 分 到 80
分 的 21 家 ，占 比 58.30% ；70
分 以 下 的 2 家 ，占 比 5.60% 。

除太平集团、泰康集团和中

农再保险是首次评估外，33
家 再 次 评 估 公 司 的 平 均 得

分 76.80 分，较之前评估上升

1.61 分 ，其 中 评 估 得 分 上 升

的有 21 家。

2023 年 SARMRA 评 估

结果显示，保险公司普遍增

强了风险管理意识，强化了

风险管理主体责任，搭建了

较为完整的风险管理架构，

制 定 了 较 为 全 面 的 风 险 管

理制度，构建了较为合理的

风险管理工作机制，建立了

符 合 自 身 情 况 的 风 险 偏 好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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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1月 22日电 （记者庞革平）记者从广

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2023 年以来，广西

市场监管局聚焦区内林果蔬畜糖等特色资源，大力

推动地理标志产业高质量发展，地理标志产品实现

扩量提质，助推更多优质“桂字号”农业品牌拓展

市场。目前，经国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核准的广西

地理标志共 201 个（件），全区地理标志产业年产值

达 1983 亿元。

2023 年，全区 14 个设区市 95 个县（市、区）共新

增挖掘培育 184 个重点产品资源，全区新增“田阳香

米”等地理标志商标 11 件。将地理标志纳入广西

“桂字号”区域公共品牌体系，促进地理标志产业向

集约化、规模化和品牌化发展。推动 12 个广西地理

标志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产品互认互保名录，6
个地理标志参加中俄互认互保协商。

广西推动“桂字号”农业品牌发展
地理标志产业年产值达198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