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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已至，冰雪运动在河北省变得红火起来：截至
11月底，河北省已有10个设区市在近期组织开展了市
级冰雪赛事，共50多场；119个县（市、区）在近期举办了
冰雪赛事，共460多场。

在河北，“热”起来的不仅是冰雪运动。近年来，河北
冰雪产业规模明显扩大，产业链日益完备，新签约一批重
点项目。以张家口冰雪运动装备产业为例，截至今年10
月底，全市累计引进冰雪产业项目 62 项，总投资达
343.65亿元，已注册落地51项。

河北并非传统冰雪经济大省，为何会在短短几年内
让这个“冷经济”变成“热产业”？

扩大冰雪运动群众基础

2015 年 7 月，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的举办权，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雪上项目比
赛的主要承办地。从那时候起，冰雪运动在河北被赋予了
特殊的“热度”。

几年来，冬奥会筹办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
设一起被河北省作为举全省之力推进的“三件大事”。张
家口市冬奥办市场处处长高迎霞介绍说，张家口赛区将
实施包括8个场馆在内的76个冬奥项目，目前所有冬奥
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其中16个项目已完工。云顶滑雪
公园的6条赛道已全部通过了国际雪联认证，将在这个
雪季举办18项国际赛事。

在“冬奥效应”推动下，河北各地也围绕“到2022年
全省参与冰雪运动群众达到 3000 万人”的目标，大力
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和发展。河北省体育局副局长何文
革表示，河北既是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地，也是冰雪运动
走向关内的第一站，在推广冰雪运动上应该走在全国
前列。

推广冰雪经济，良好的群众基础成为冰雪运动发展
的基石。但群众基础该如何扩大？为解决这一难题，河北
省着力从“激发冰雪运动兴趣”着手，多措并举扩大冰雪
运动的参与人数。

运动会和竞赛项目是推动冰雪经济的好形式。今年
12月27日至29日，河北省首届冰雪运动会将在河北奥
体中心举办。本次冰雪运动会除了按照全国冬运会正式
比赛项目设置的竞赛部分外，还有以趣味性、普及性为主
设置的若干冰雪项目的展示部分，属群众性比赛活动。在
鸡泽县，首届冰雪运动会开展了雪地拔河、雪地徒步等趣
味冰雪活动；沧州市首届冰雪运动会社会组的亲子趣味
比赛中，设置了亲子推冰车、亲子冰蹴球等项目；保定市
竞秀区的首届冰雪运动会，设置了冰蹴球、冰床、冰上自
行车等低门槛冰雪项目。

为了进一步提高冰雪运动的群众参与度，在2018至
2019雪季，河北广泛组织开展了竞技冰雪赛事、区域性
冰雪活动、大众体验活动、传统特色类冰雪活动、青少年
普及活动、冰雪普及指导人才培育活动、冰雪与相关业态
融合发展七大类活动，共计291项，增幅达25.43%，有力
地推动了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针对非雪季客流量降低的问题，崇礼的一些雪场还
探索出了“冬季滑雪、夏季户外”的全年运营模式。“去年
夏天，我们接待游客18万人次，基本实现了冬夏游客人
数的持平。”太舞集团市场中心总经理聂宁宁告诉记者，
作为国内首个四季全运营的滑雪小镇，太舞借助滑雪场
的环境和地形，在今年夏季承办多场山地速降、山地越野
赛事，同时穿插儿童平衡
车、卡丁车、骑马巡游等适
合家庭游的趣味项目和比

赛，使雪场资源得到了充分再利用。

打造冰雪产业链

有了群众基础，还需要做强供给。只有通过冰雪经济
产业链相关企业带动，才能将冰雪产业组建起来，打造新
的产业增长极。然而产业转型升级并不容易。该如何吸引
其他地区的相关冰雪企业来当地投资？

周文寿是张家口京禧体育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他
的企业位于张家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冰雪运动装
备产业园内。“以前在浙江的工厂每年生产18万片滑雪
板，全部出口到国外。”河北省大力推广冰雪运动，让他看
到了商机，2018年，他把自己生产滑雪板的企业搬到了
张家口。从项目签约到投产运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
间。“目前投产不到一年，已经生产了12万片滑雪板。等
全部设备投运，年产量可达20万片。”

当地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也是冰雪产业链发展
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前，张家口市装备制造产业主要围绕
煤炭开采、石油钻探、道路工程等行业需求，开发生产相
关装备产品。张家口市抓住冬奥机遇，提出《河北省冰雪
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 年）》，立足装备制造产业的
良好基础，大力发展冰雪装备制造产业，立志把张家口打
造成全省冰雪装备制造基地之一。

作为生产推土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的骨干企业，近
年来，河钢集团宣工公司的传统产品遇到了市场“天花
板”。冰雪产业在河北的兴起，让这家老企业捕捉到了转
型新机遇。

“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国内首台高端大马力压雪车，
今年计划生产15台，已有韩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的客
商签了订购意向书。”走进宣工公司生产车间，一个形似
推土机的庞然大物闯入记者视野，河钢集团宣工公司
SG400压雪车总设计师温晓宣介绍说，经过市场调研发
现，国内外滑雪场对高端压雪车需求量很大，而全球高端
压雪车市场被德国、意大利的两家企业垄断，国产大功率
高端压雪车尚属空白，宣工公司完全可以切一块“蛋糕”。

依托发展平台招商引资，是快速发展冰雪产业的又
一个重要举措。张家口市出台了一系列指导产业发展的
文件，提出到2025年，打造10家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的冰
雪装备骨干企业，全市冰雪装备制造业产值达到60亿元
以上。

在政策的指导下，张家口市规划建设高新区冰雪运
动装备产业园、宣化冰雪产业园两个发展平台，并在招商
引资、优先保障项目发展用地、提供产业发展资金支持和
人才奖励等方面出台了支持冰雪装备产业发展的若干措
施。近三年来，张家口市冰雪装备产业项目不断增加：
2017年，共签约项目8个，2018年共签约项目21个，今
年计划签约项目30个。

此外，为培育更多冰雪装备制造产业项目，张家口市
还组建了总面积7000平方米的冰天雪地科技企业孵化
器，为初创期冰雪装备企业提供工作场所、运营服务、创
业指导等一条龙服务。该孵化器是目前河北省唯一一家
以冰雪产业为主的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已入驻企业25
家，还有多家意向企业正在对接。

肯吃苦才可乘“冬风”

有不少人认为，河北省冰雪经济是乘着冬奥会的“冬
风”才得以迅速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95年，崇
礼区就有了第一条雪道。20多年来，冰雪产业从无到有，
克服了巨大困难，才实现了艰难发展。

20 多年前，“滑雪”对很多当地人来说还很陌生。
“1995 年崇礼区的第一条雪道，是我们以 5 毛钱一袋的
价格，请周边村民把山上的雪背过来，再用铁锹拍成的。”
中国第一位全国滑雪冠军、时任中国滑雪协会秘书长的
单兆鉴在崇礼用“背雪建滑道”的方式建起华北第一家民
营滑雪场——塞北滑雪场。

事实证明，崇礼的坚持是正确的。“与普通景区不同，
冰雪旅游消费对游客的吸引力是持续的。”在崇礼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刘永刚看来，运动休闲产业，是通过体育赛
事吸引消费群体，再将运动与休闲、观光乃至避暑、康养
结合在一起，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实现全域的发展。正是
有着这样的眼光和坚持，崇礼的滑雪场逐渐增多，从一家
发展为多家，从单独的企业发展成集装备制造、旅游经
济、冰雪赛事等在内的冰雪产业链。

随着滑雪场日渐增多，到崇礼滑雪的游客规模不断
增长。2003年崇礼滑雪游客突破4万人次，到2009年后
每年超过20万人次。

2015年之前，崇礼在冰雪经济发展中已经迈开了大
步。2015年以后，在“冬奥效应”驱动下，崇礼滑雪场接待
的滑雪游客数量更是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
2015至2016雪季，崇礼销售雪票48万张；到了2018至
2019雪季，崇礼七大滑雪场雪票销售总数为105.8万张。
短短三年时间，雪票销售量就实现了翻番。

“我大学毕业就来雪场工作了，每年的游客数量都在
增加，其中还有很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这主要是冬奥会
带来的影响力。”太舞滑雪场雪具大厅主管赵书岳说。

乘着“冬风”，围绕打造世界滑雪旅游目的地，张家口
市目前已建成9家大型滑雪场，拥有高、中、初级雪道177
条164公里，形成了国内最大的雪场集群。仅崇礼区就拥
有7家滑雪场，已建成各类雪道169条162公里，各类缆
车索道67条44.5公里。在2018至2019雪季评出的全国
滑雪场十强中，崇礼独占4席。而这一切，与20多年前的
努力、坚持和战略眼光分不开。

作为冬奥会比赛项目的承办地，如今的崇礼在滑雪
爱好者眼中有着特殊的魅力。在太舞滑雪场停车场，记者
看到这里的车辆来自全国各地，有北京、山东、山西甚至
还有四川的。“说起滑雪，我们首先想到了崇礼。”来自山
西的游客李云尧告诉记者：“因为知道这里要举办冬奥
会，各方面设施应该是最好的。”

培养冰雪产业人才

冰雪产业的兴起，让滑雪教练、雪场运维技术人员乃
至酒店管理等相关的专业人才日益走俏。短时间内，冰雪
产业面临着人才匮乏的困境。如何填上人才缺口，确保冰
雪服务的高质量、高水平？

针对冰雪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的现状，张家口市启动
了冰雪人才培养计划，完善冰雪专业运动员培养体系，在
10多所大中专院校共开设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相关专
业20余个。目前，全市建立冰雪运动特色学校80所，成
立了张家口市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并通过在
全市中小学中广泛开展奥运知识进课堂、冰雪运动进校
园等活动，形成了全面覆盖与突出重点、专业培养与普及
教育相结合的冰雪人才培养体系。

“除了冰雪工程机械类人才，冰雪教育类、服务类、管理
类人才我们都可以培养。”张家口学院冰雪学院院长董建明
介绍说，2017年初，张家口学院组建冰雪学院，组织运动训
练专业（冰雪方向）、体育教育专业（冰雪方向）的学生开展
滑雪实践教学，培养冰雪项目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
导员等。同时，依托财务管理专业培养冰雪管理与冰雪营销
人才，依托英语专业培养冰雪翻译人才，依托旅游专业培养
冰雪旅游人才，依托医学专业培养冰雪救护人才。

今年10月24日，在张家口举行的河北省首届冬奥
冰雪产业大型人才交流会上，张家口学院冰雪学院的很
多学生被“预订”。

“目前我们公司有6名教练，大部分来自东北，还想
再招聘5名本地滑雪教练。”张家口雪技体育文化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黄涛介绍说，随着冰雪运动逐渐火热，尤其是
冰雪进校园快速推进，他们正在张家口多所中小学校开
展滑轮培训，有的教练一天要连续上六七节课，工作量很
大，补充教练员迫在眉睫。

记者了解到，目前河北全省10所冬季项目后备人才
基地、20所冬季体育传统学校、20家冰雪俱乐部常年在
训运动员共计 8351 人，冰雪运动后备人才不断壮大。
2018年，河北共举办30期冰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完成3000人次培训任务，冰雪运动健身指导能力与
水平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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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天一个样，特别是申办冬奥成功后，路越来
越宽，景色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刘小飞的家在河北
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南山窑村，看着眼前的美景，他没有忘
记自己当年为啥要走出这片大山。

过去崇礼“山连山、沟套沟、沟沟不连通”，山地多，耕
地少，不仅交通不方便，村民们能够种植的土地也很少，
再加上雨水不足，只能靠天吃饭。“以前的崇礼区只有两
条街道，街道上店铺都很少，更没有多余的就业机会和岗
位，种田只能解决温饱。”为了生计，刘小飞和父亲离家前
往北京打零工。

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崇礼以冬季滑雪
和夏季户外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龙头，先后建设了7个
知名的大型滑雪场。刘小飞也在滑雪场找到了一份驾驶
压雪车的工作，一个月赚5000元左右。

短短几年时间，崇礼村到村、村到区的道路越修越
宽，原来相互阻隔的雪场也全部实现互联互通。与此同
时，崇礼区贫困发生率从 2015 年底的 16.81%下降到
2018年底的0.44%，并在2019年5月退出贫困县序列，
彻底脱贫摘帽。

北京携手张家口筹办冬奥会，不仅带火了小城崇礼，
更改变了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崇礼人的人生轨迹，让不
少像刘小飞一样的崇礼孩子回来了。越来越多的崇礼人
返乡工作，成功端起了“雪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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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并非传统冰雪经济大省河北省并非传统冰雪经济大省。。但是近年来但是近年来，，河北冰雪产业从无到有河北冰雪产业从无到有、、从从

小到大小到大，，发展迅猛并带动了相关产业不断完善发展迅猛并带动了相关产业不断完善，，成为河北新的经济增长极成为河北新的经济增长极。。

20182018至至20192019雪季雪季，，河北省参与冰雪运动群众总计河北省参与冰雪运动群众总计13001300..3737万人万人，，首次超过千万首次超过千万

人人，，比上一雪季增长了比上一雪季增长了5151..7777%%。。这种令人惊喜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这种令人惊喜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当地是如当地是如

何抓住机遇迅速发展起来的何抓住机遇迅速发展起来的？？在冰雪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冰雪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是如

何解决的何解决的？？近日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当地进行了调研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当地进行了调研——

在张家口京禧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的滑雪板加工车
间内，工人正在制作木芯板。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做好冬奥会的筹办，是国
家层面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
对世界的承诺，理应交出优异
答卷。

那么作为承办地之一，河
北省和张家口市如何做足冬奥
文章，促进本地发展呢？

一方面，要借力冬奥热
点。筹办冬奥会，不只是建设
比赛场馆，还要配套完善承办
地区的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旅
游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基础设
施，这是一次旧貌换新颜的机
会，也必将提升张家口乃至河
北省的知名度。同时，冬奥会
承办地的“天然名片”也将吸引
投资者，布局冰雪装备制造，培
育冰雪领域人才，抢占产业制
高点，趁热打铁为冰雪经济的
壮大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要用活冬奥遗
产。“三亿人上冰雪”，这是我国
普及冰雪运动的目标，也将是
冬奥会留给中国最丰厚的遗产
之一。近日，国际奥委会副主
席小萨马兰奇对北京冬奥会成
功举办表达出强烈信心，他认
为距离冬奥会举办还有两年多
时间，此刻奥运遗产已经显
现。随着冰雪运动的普及，冰雪装备需求的巨大
蛋糕和冰雪旅游的持续旺盛是肉眼可见的，让冬
奥遗产变现，也必将成为推动地方发展的新动力。

2022年冬奥会虽然尚在筹备之中，但冬奥效
应从申办那天起，就已经开始影响着河北，并且在
持续放大。让冰雪经济热起来，河北有一马当先
的天然优势，也有正逢其时的现实动力。抓住了
冬奥机遇，夯实了产业基础，在“后冬奥”时代，冰
雪经济还将释放源源不断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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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礼的孩子回来了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宋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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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石家庄市肖家营小学冰球队的队员们在
冰场上进行训练。 史晟全摄（中经视觉）

雪季到来，位于崇礼区的太舞滑雪场吸引了各地游客体验滑雪乐趣。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