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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书铭）10月 12日一大早，国网白山市江源区

供电公司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就来到石人镇老岭村，检查家

家户户的电线电表、用电设施，保证秋收时节村民安全稳定

用电。

他们在村委会设立电力便民服务点，走进田间地头宣讲

农机设备防外力破坏和安全用电常识，为村民检修秋收农机

设备和电源，全力确保秋收期间村民安全用电。他们还走进

村民家中，帮助村民晾晒、加工农作物，通过唠嗑等形式深入

了解村民用电需求，解决村民用电难题。

进入秋收时节，该公司以供电服务体系建设为抓手，创新

供电服务模式，将供电服务网格延伸至村一级，在村委会、村

党群服务中心等地设立供电服务坐席，依托村级便民服务站

推广用电代办业务，实现用电业务在服务点受理。志愿服务

队活跃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让客户体验一站式的办电服

务。开展线上缴费推广和电力安全宣传，向群众发放安全用

电宣传手册，为用户讲解安全用电小常识、节约用电小妙招、

电力设施保护等，深度融合“政务网格”与“电力网格”，高质

量推进“村网共建”电力便民服务走深走实。

解码“白山影视现象”
——白山市发展长白山生态影视产业走笔

本报记者 王春宝 蔡冲春 金泽文 实习生 高源

从波澜壮阔的年代大剧《人世间》，到热血沸腾的

《狙击手》，再到热播的《冰雪尖刀连》《父辈的荣耀》、即

将播出的《东北战场的抉择——七道江会议》……两三

年间，以白山市为拍摄外景地的影视剧接连热播，在业

内形成了白山创作环境“出作品、出精品”的良好口

碑。大平台、大导演、大作品的持续进入，推动形成了

独特的“白山影视现象”。

缘何会出现这种现象，让我们走进白山市，一探

究竟。

密码一：高位谋划 顶层设计

巍然耸立的长白山，奔流不息的松花江、鸭绿江，滋

养万物；这里是东北抗联的主战场、四保临江战役的大

本营、抗美援朝的出征地后援地、支援新中国建设的老

工业基地、“两山”理念的忠实践行地，丰富的生态、特

产、民俗、红色文化元素构成雄浑博大的长白山文化。

实施“一山两江”品牌战略、构建“一体两翼”发展

格局，加快建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深入挖掘长白

山文化，加速转化为雄厚的产业优势，实现绿色转型高

质量发展全面振兴，白山市勇于进取、奋力开拓。

高质量发展长白山生态影视产业是题中应有之

义，更是加快“两山”转化的通道之一。

高站位研究谋划，推动生态影视产业强市建设。

把长白山生态影视文化产业纳入全市中心工作发展大

局，纳入建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目标任务。成立领

导小组、制定相关政策、组建服务机构、充实精干力量，

召开项目推进会，为重点创作项目协调资金。白山市委

宣传部联合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制定《长白山文化工程建

设规划》，通过文化挖掘整理、文旅项目支撑、文化地标

打造、影视基地建设，举办重大群众性文化文艺活动等，

为繁荣发展长白山生态影视产业提供强力支撑。

密码二：生态白山 天然影棚

白雪覆盖的高山、寂静无声的林海、徐徐铺展的山

水画卷……在白山市确定18处外景地的《人世间》，展

示了东北独特的韵味。

地处长白山腹地，松花江、鸭绿江之源的白山市，

是国家首个全幅员森林旅游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山水

林田湖草齐备，森林覆盖率高达84.5%，居全国地级市

之首，被公认为地球同一纬度带原始状况保持最好、生

物物种最多的自然生物圈和物种基因库。

“只有白山的冰雪，才能满足我们的摄制需求，所

以，我们最终决定，把外景地设在白山市。”《冰雪尖刀

连》美术指导王刚说起当初的决定，对白山的冰雪资源

赞不绝口。

北纬42度冰雪黄金纬度带、长达6个月的雪期、平

均1米以上的积雪，造就了世界上品质最好的冰雪资

源。

丰富的冰雪资源、原生态的场景，备受著名导演

张艺谋的青睐。拍摄《狙击手》时，全程取景于冬韵悠

长的白山市。为贴近抗美援朝真实场景，张艺谋带领

摄制组在长白山寒冷的冰天雪地里实地拍摄，精益求

精——“（要）拍一场写实性的战争，用假雪不如不拍！”

最大限度让观众感受到中国人民英勇无畏的精神，展

现家国情怀。真实才最有力量，而白山的冰雪也全方

位给予了摄制组以强大的支撑和完美的配合。

绿水青山携手皑皑白雪，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造

就了天然的摄影棚，也使白山成为各个剧组外景地的

首选。

密码三：历史悠久 底蕴厚重

亭亭玉立的白桦、潺潺流淌的溪水、静静矗立的密

林……不经意间，眼前的景色便会与影视剧中的某个场

景相重合。

从1953年《智取华山》在白山市取景开始，长春电影

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

片厂就将这里作为常用的外景地，《林海雪原》《狼牙山

五壮士》《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及近年来经典电影

《悬崖之上》《狙击手》、电视连续剧《人世间》等40多部家

喻户晓的知名影视作品陆续在白山取景拍摄。

特殊的地理位置、保护完好的森林植被、四季分明

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以

及长白山农业、矿业、林业等产业发展遗存，构成了发展

生态影视产业的自然及人文优势。为东北题材，北方少

数民族历史题材，东北边疆历史题材，东北抗联、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题材，矿山、林业、农业等众多题材、风格的

影视剧拍摄提供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的拍摄服务。

拥有“一大名山（长白山）、两大名川（松花江、鸭绿

江）”等优美的自然风光，有“一场一营三地”红色文化等

人文优势，多彩的民俗文化和丰厚的历史底蕴，突显出

白山这座天然影棚的魅力。

密码四：创新机制 优质服务

“十分感谢白山市江源区的大力支持，为剧组的拍摄

解决了大难题。”《冰雪尖刀连》制片人李建军谈及当时的

情景，仍是连声感谢。隆冬时节，外景地仙人谷大雪封山，

严重阻碍拍摄进度。得知情况后，江源区立即组织人力，

开展机械清雪，连续一个月，直到完成拍摄任务。

像这样的事情，在白山市各地已是常见。

《冰雪尖刀连》摄制时需要搭建一座浮桥，白山市浑

江区胜利一村的村民们二话不说，两天时间就配合剧组

搭建完成。用他们的话说，咱这是革命老区，是抗美援

朝的出征地后援地，就是要支持这类影视剧的拍摄。

姜华是江源区一中介服务公司的负责人，也是群众

演员的“群头儿”。收到剧组第二天需要数百名群众演

员的通知后，他立即发布在十几个微信群里。“一听说是

拍抗美援朝的电视剧，大家伙儿都积极响应，热情参与，

超额完成任务。”

剧组人员多、道具多，当地企业连续4个月免费提供

食堂、宿舍、仓库，直到电视剧杀青。

制定促进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成立影视产业

协调领导小组，建立影视产业协调机制，初步实现行政

服务与影视行业需求衔接；组建长白山生态影视基地项

目攻坚组，实现影视产业服务工作专班抓、专人管；加强

对影视行业的扶持和引导，在帮助影视行业办理手续、

协调政策和资金的同时，主动在域内踏查并确定了近

300处影视外景地，培育了1000余人的业余群众演员队

伍；建立设施设备资源库，现已汇集影视演出服务企业7

家，确保为影视剧创作提供支撑……白山市还与净月影

视文旅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引进知名影视人才成立

了长白山演艺公司，与中影集团、长影集团、万达东方影

都等建立密切联系，为长白山生态影视产业发展创造更

多合作机会。

发展长白山生态影视产业，不仅吸引各剧组来白山

取景拍摄，也催生了当地影视行业。白山市天一影视传

媒公司总经理朱长清，外出打拼20多年，如今返乡创

业。家乡的山、家乡的水，这些天然的影视资源，是他创

业的最大底气。“把白山的风景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看

到白山的美，到白山做客”是朱长清最大的心愿。

立足长白山红色文化、冰雪文化题材，制作拍摄闻

名全国的影视作品；对标建设国家级影视产业园区，创

新谋划影棚、绿棚、蒸汽机车等配套服务；开发制造道

具、玩具等影视衍生品，不断延伸影视产业链，以影视产

业项目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长白山生态影视产

业之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讯（房鹭 薛娇 记者金泽文）据文化和旅

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白山市

接待游客130.5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8.03亿元，同比增长307.6%，文旅市

场呈现繁荣景象。

9月以来，白山市文广旅局积极开展文旅推介

活动，精心打造了以滨水度假、国道自驾、赏枫摄

影、露营休闲为主要内容的10条主题线路，以及

全域观光休闲游、滨水度假生态游、温泉疗愈养生

游、边境民俗风情游、研学露营文化游五大旅游主

题。同时配合各重点景区优惠活动，多措并举激

发域内外游客的旅游兴趣和热情。这期间，成功

举办了河口画家村艺术市集、市民荧光夜跑、文艺

专场演出、靖宇·首届沿松花江城市足球邀请赛等

一系列文旅体活动，以精彩的活动和新业态，吸引

更多域外游客来白，进一步提升白山市文旅产品

的影响力。

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备受游客喜爱，自8

月底陆续举办了首届松花江音乐节、中国女子围

甲联赛等系列文旅体活动。还创新推出“露营+微

度假”模式，打造了松花江依梦岛露营地新业态，

开展万人同游松花江主题活动，让游客在绿水青

山间漫步赏景、亲近自然，以文旅体深度融合提升

“心往长白山 松花江上游”文旅IP影响力，让更

多人看到松花江、了解松花江、游览松花江。“双

节”期间，松花江景区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100%、79.14%。

假期前夕，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的国道丹

阿线三道沟至错草段公路建成通车。沿着G331

一路驶来，既能观赏沿途美景，又能尽情饱览鸭绿

江钟灵毓秀的壮美景色。同时通过不断提升沿线

服务驿站服务质量，真正将过客变成游客、过路游

变成过夜游，实现了旅游人数的快速增长。“双节”

期间，临江市日平均进城车辆达2000辆，日接待

游客同比增长205.9%，长白县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300%。

本报讯（李松光 张贵友）靖宇县以推进人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为目标，稳步实施“靖宇林

下参”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不断加快林下

参核心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升林下参基地标准

化水平。

“靖宇林下参”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是

国家支持地方区域品牌产业和产品的重要工程项

目。围绕培优区域特色品种、建设核心生产基地、提

升产品特色品质、建立质量管控机制等项目要求，靖

宇县把改善林下参核心基地生产环境作为项目实施

重点。

严格选择支持企业。选择支持的企业必须是“靖

宇林下参”用标企业，企业基地必须是靖宇县行政区

内拥有合法用地手续的规模化基地，并且基地在全市

范围内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规范项目实施程序。从项目申报、方案制定、项

目招标等各个方面，严格履行前期调查分析、会前沟

通协商、会议集体决策、采购公开询价、依法依规招

标、专家评审论证等项目运作程序，做到公开、公平、

公正。

保证项目实施质量。林下参核心基地建设的林下

参围栏、防鼠瓦、标志牌等工程项目，严格履行编制控

制价格、项目公开询价、邀请专业设计、聘请项目监理

等规范化程序，优选施工单位，保证项目建设质量。

强化基地设施建设。通过实施地标项目，投入资

金110多万元，为3户林下参生产企业的核心生产基

地建设了1.2万多延长米的标准铁丝网围栏，埋设了

5000 延长米的防鼠瓦，新建了 1.5 万平方米的林下

串。能够有效防止野生动物破坏和预防自然灾害，有

效改善基地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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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宇加快林下参核心基地建设

沈白高铁头道松花江特大桥建设现场。王蔚 摄

村网共建 便民利民

本报讯（王蔚）10月 6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

泵送入模，由中国中铁大桥局承建的沈白高铁头道

松花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主桥实现合龙贯

通。

头道松花江特大桥位于抚松县，是沈白高铁全

线的控制性工程和重难点工程，全桥长660.92米，

最高桥墩达110米，为东北高铁第一高墩。

该桥上跨头道松花江，处于深V峡谷，桥两端山

体陡峭，与在建的隧道串接，没有进场施工便道，面

临着自然条件差、技术难度大、施工标准高等难

题。进场后，项目部相继克服施工场地有限、作业

空间狭小、材料运输困难、施工条件差、有效工期短

等诸多不利影响，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围绕施工生

产相继开展一系列科学攻关，并探索积累了高寒地

区高速铁路项目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施工经验，为项

目保质保量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网白山市江源区供电公司志愿服务队队员检查村民
家中的用电设施。 张书铭 摄

“东北高铁第一高墩”——沈白高铁头道松花江特大桥主桥合龙贯通。王蔚 摄

沈白高铁头道松花江特大桥合龙沈白高铁头道松花江特大桥合龙

在白山市取景拍摄的电影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