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周末，无论如何都得去雪场释放一

下！”滑雪爱好者马微娜说。北京冬奥会日益

临近，让这个北京女孩激动不已。

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背景之

下，越来越多的人乐于尝试冰雪的乐趣。在

北京这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奥

会的“双奥之城”，冰雪氛围日渐浓厚。冬奥

机遇和人们对冰雪运动高涨的热情，让“冰

雪+”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为北京做强冰

雪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走向大众化

2005 年，一次偶然机会，马微娜加入了

一群热爱滑雪的年轻人组成的圈子，她与滑

雪运动自此结缘。滑雪 10 余年，她从一个滑

雪“小白”逐渐成长为高手。“看着皑皑白雪，

呼吸新鲜空气，心情豁然开朗。与志同道合

者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是滑雪最吸引我的

地方。”马微娜说。

冰雪运动“热”起来，冰雪场馆经营者感

受颇深。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北京启迪冰

雪体育中心，每日花滑和冰球课表从早到晚

排得满满当当。

27 岁的耿冰娃是北京启迪冰雪体育中

心的花样滑冰教练。两岁半就与滑

冰结缘的她，曾荣获全国花

样滑冰锦标赛自由滑

冠军。2017 年，她从

运 动 员 转 为 教 练

身 份 ，把 这 项 运

动的魅力传递

给 更 多

的人。

工 作 在 一 线 ，耿 冰

娃 说 ，北 京 携 手 张 家 口

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成功

以 来 ，自 己 切 身 感 受 到

北京及全国冰雪运动的

变 化 之 大 。“ 我 练 滑 冰

的时候，花样滑冰还是小众

运动，但现在只要场地开放，满

冰场都是孩子。目前，我带的孩子有

20 多人，他们对冰雪的认知和热度比之前

增加很多。”耿冰娃说。

受北京冬奥会带动，冰雪运动培训项目

越来越专业。以往，人们常常将滑雪场当成

旅游景点，过来拍拍照，就算“滑过雪了”。但

现在，体验客纷纷变身爱好者，尤其是随着对

冰雪运动需求层次逐渐提高，参与冰雪运动

也开始从休闲体验向长期运动转换。

9 岁的高博文已学习滑冰两年有余。凭

借扎实训练，他已经从刚上冰时的磕磕碰碰，

到如今在北京市、区两级滑冰赛事斩获佳绩，

成为同年龄段滑冰队员中的佼佼者。这个以

奥运冠军武大靖为偶像的少年，在 2021 年北

京市青少年 U 系列短道速滑冠军赛中，荣获

U10 组男子 7 圈第三名的好成绩。在高博文

的影响下，妹妹也加入滑冰队伍。

高博文是众多爱上冰雪运动的青少年的

一个缩影。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联合中国青年网近日发布的《2021 中国青年

参与冰雪运动情况报告》显示：30%的青年群

体参与过冰雪运动；超过 60%的青年看好未

来冰雪运动在我国青年人群中的发展。

扩容更提质

随着“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

景和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冰雪产业也愈来

愈热。

对于滑雪爱好者来说，一身合适的滑雪

装备可以大幅提升滑雪体验。“什么值得买”

是一家消费门户网站，其“双 11”项目总负责

人张宇昂说，“滑雪作为一项高风险竞技运

动，除了需要专业技能外，做好个人防护也尤

为必要，2021 年 1 月份至 9 月份，含‘滑雪头

盔’和‘滑雪护具’关键词的相关产品 GMV

（平 台 总 交 易 额）同 比 提 升 了 115.17% 、

125.62%”。

2021 年“双 11”购物节落幕，雪服、雪板、

滑雪镜、冰雪旅游等冰雪品类订单均呈现爆

发式增长。京东“双 11”冰雪相关项目装备

销售数据显示，按照类目分别计算，滑雪服成

交额同比增长 270%，滑雪单板订单量同比增

长 590%，滑雪镜订单量同比增长 300%，滑雪

品类自营订单量同比增长 23 倍。女性滑雪

服、亲子滑雪产品成为最为畅销的单品。

冰雪产业不是简单的“增产卖货”，为消

费者打造场景，用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服

务为冰雪产业“提质扩容”，成为行业发展新

趋势。受疫情影响、加上冬奥会助推，各类与

冰雪相关的 APP 相继上线，冰雪爱好者在线

上学习、记录、分享、参加活动变得更快捷。

Keep 作为一款知名健身 APP，其课程研

发团队去年与著名滑雪运动员徐囡囡一起打

造了“跟着冠军徐囡囡学双板”系列课程，由

徐囡囡亲授双板滑雪入门技巧教学，通过专

业内容设计，帮助滑雪爱好者熟练掌握基本

技 能 ，目 前 整 个 课 程 跟 练 数 已 超 过 340 万

次。为助力冰雪运动走向大众化，今年 Keep

在直播新课中继续融入冰雪运动元素，像节

奏燃脂课程融入“滑雪跳”，旨在进一步推动

用户对冬奥的关注与热情。

“我们在做该系列课程编排时，把冬奥会

比赛项目中的运动元素加了进来。体育是大

众化的，竞技精神可以激发大家在日常中的

健身热情。”Keep 直播课程研发负责人王鹏

说，“滑雪跳”是把滑雪动作和塑形力量训练

结合起来的一个形象画面，既能达到高效燃

脂的效果，又增加了训练乐趣，有助于用户更

好完成训练。

促持续发展

一个多月前，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万科

石京龙滑雪场启动人工造雪，纷纷扬扬的“雪

花”落向雪道，让皑皑白雪与湛蓝天空交相辉

映，一派冬日盛景中，这里迎来市民游客参与

冰雪运动的热潮。

近年来，为更好促进群众参与冰雪运动，

各地纷纷出台鼓励政策、加大冰雪运动场地

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冰雪活动。

为促进北京市群众性冰雪运动发展，扩

大冰雪人口规模，落实北京市“2022 年有千

万冰雪人口”的目标，北京市先后颁布

《北京市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

意见（2016—2022 年）》《北京市落实〈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

动的意见〉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数据显示，

北京全市共有室内冰场 50 座、滑雪场 20 家。

同时，北京市连续举办市民快乐冰雪季，过去

5 年共开展各级各类群众性冰雪活动 1.5 万

场，参与人次达 2480 万。

如何借助冬奥举办契机，将大众参与冰

雪运动的热情转化为持久兴趣？“总体来看，

在北京冬奥会推动下，冰雪产业政策日益清

晰。一方面，政策重点从大力普及群众冰雪

运动向培育冰雪体育主体产业转移，冰雪场

馆建设、精品冰雪赛事活动打造以及冰雪旅

游推进等是当前冰雪产业的重中之重；另一

方面，建立冰雪产业集聚区，促进冰雪产业和

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是推动冰雪产业发展的

主要思路。”亚洲数据集团副总裁张莉表示。

家门口举办冬奥会的历史机遇，将带来

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记者近日走访部分北

京冬奥会竞赛场馆，获悉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在冬奥会后将逐步向社会开放，为群众健

身提供场地设施；五棵松体育中心将实现冬

季运动项目和夏季运动项目转换，除继续承

接各类演出赛事、篮球比赛之外，还将拓展经

营的维度与广度，可承办冰球、短道速滑、花

样滑冰等冰上赛事活动，实现冰场全季、全链

条发展。

“北京将依托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等冬奥场馆和各类冰雪运动设

施，注重巩固冰雪运动发展成果，打造全球冰

雪运动比赛与休闲消费目的地。”北京市体育

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杨海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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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乡 新 景 迎 客 来
本报记者 潘世鹏

不久前，一部以海南教育扶贫为背景，讲述发

生在黎乡的动人故事的电影《穿过雨林》在全国公

映。这部影片的取景地就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

乡，影片展示了当地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发展

之美。

地处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腹地的王下乡，曾是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最偏远落后的黎族乡镇，因

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薄弱，其发展长期

落后于其他乡镇。走出深山，要步行一天时间；收

入来源，仅有割胶这一种方式。大山阻隔了世世代

代黎族乡亲与山外的交流交往，以至于人们一直流

传着“嫁人不嫁王下乡”的说法。

但这里有 0.3 万的淳朴黎民，有春天绽放的木

棉花，这里的溶洞奇观、十里画廊美不胜收⋯⋯随

着文旅业的发展，这个远在深山人不识的乡镇走出

深闺。

近期，记者再次来到王下乡。在浪论村，村民

们在广场上跳着黎族舞蹈，整齐划一的黎族民居，

篮球场、休闲步道、小花园，俨然一座花园式居民小

区。黎族阿姐刘燕说：“以前可不这样。20 年前村

里还是清一色的茅草屋，一家老小都挤在一个草房

子里。感谢政府给盖起了现在的房子，日子越过

越好！”

黎族姑娘韩巧珍是土生土长的王下人，2014 年

琼台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海口工作，家乡旅游经

济的快速发展，让她辞掉工作回了家乡。现在，她

每天除了帮助村里工作，还会义务给来村旅游的游

客做向导。韩巧珍说：“虽说靠山吃山，但乡亲们这

些年保护山林资源，看似没得到收益，但却得到了

最大的收益，绿水青山真的是金山银山！”

2018 年，王下乡获评全国第二批、海南省唯一

一 个“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实 践 创 新 基 地 。

2019 年，根据海南省委“百镇千村”工作部署要求，

“王下乡·黎花里”文旅项目应运而生。黎花里是

“诗里画里”三派村、“时光里”洪水村、“酒里歌里”

浪论村的总称。

王下乡党支部书记杨荣辉说，昌江黎族自治县

以建设“中国第一黎乡”为目标，根据当地自然特色

发展生态旅游产业。“黎花三里”的 3 个村既为总体，

也各具特色。围绕“黎花里”这一核心，王下乡在项

目建设中给乡间小道、溪流、稻田都取了动听又浪

漫的名字，如：黎家稻香里、木棉小道、等你桥、等风

桥 、阿 婆 田 园

里、摸螺溪、射鱼坝

等，让游客在每个地方都

能感受到浓浓的诗情画意。

“时光里”洪水村是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船型屋所在地，呈现了黎

族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每当夜幕降临，

民宿景观笼罩在一片灯光幻影中，成为不

少游客慕名而来参观的目的地。多种灯具

照射着地面与树丛，配合上烟雾装置，让人仿

佛置身梦境，穿越回古老的黎乡。

在黎花里建设项目的带动下，王下乡从昔日穷

乡僻壤的代名词，成为游客心中的向往地，村民们

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王下乡三派村村民林德强看到乡里旅游经济

发展起来了，将自家三层小楼重新装修，为游客提

供餐饮住宿服务，节假日期间一房难求。

一步一里一风情，一草一木黎家情。“随着黎花

里项目的建设，王下乡将真正成为富足的生态黎

乡。”杨荣辉说。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以

冰雪为主题的本地游、周边游

持续升温。多家在线旅游机构

发布的出游统计显示，短途冰

雪游是 2022 年元旦小长假热

门出游主题。在北方，吉林松

花湖滑雪场、北京南山滑雪场

等较为火爆，南方则开启“就地

滑雪”高峰期。

冰雪“冷资源”正不断“搅

热”冬季旅游市场。如何借助

冬奥会的“东风”，推动冰雪旅

游形成较为合理的空间布局和

较为均衡的产业结构，进一步

满足游客更高品质、更多样化

的需求，让越来越多人感受到

冬日“冰雪世界”的乐趣，实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

标，尤为重要。

一要提升冰雪产品供给质

量。近年来，冰雪旅游设施不

断完善，但仍存在基础设施低

水平重复建设、“冰天雪地难觅

别样天地”的尴尬。推进冰雪

旅游高质量发展，需丰富冰雪

旅游产品供给，提供更多冰雪

旅游新玩法，顺应冰雪旅游群

体年轻化、社群化的趋势，更加

注重对度假休闲属性的挖掘，

开发娱乐性、参与性强的冰雪

运 动 产 品 ，丰 富 冰 雪 度 假 体

验。利用中国超大旅游市场规

模优势，打造特色冰雪旅游品

牌，进一步开拓市场。

二要提炼冰雪文化特色要

素。冰雪旅游不只是滑雪、赏

冰灯，更重要的是让游客在玩

的同时，领略冰雪文化之美。

根植各地的区域特色、风俗习

惯，因地制宜挖掘冰雪文化要

素，比如冰雪民俗、冰雪典故等，创新开展冬俗、冬赏等活

动，将特色文化融入冰雪旅游，培育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

的冰雪目的地、冰雪线路和冰雪产品，让冰雪旅游带给人们

视觉震撼的同时，也带来精神享受。

三要推动冰雪旅游融合发展。以冰雪为载体融合多种

业态，营造“乘数效应”，有助于延伸冰雪旅游产业链条，助

力开展多季运营。在冰雪运动旅游的基础上，形成多产业

相辅相成的复合化、生态化经营模式。此外，以全季化为目

标，利用 VR、AR 等现代数字技术，创造沉浸式的虚拟冰雪

体验产品，让更多人感受冰雪旅游的魅力。

中 国 旅 游 研 究 院 发 布 的《中 国 冰 雪 旅 游 发 展 报 告

（2022）》显示，预计 2021 年至 2022 年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

旅游人数将达到 3.05 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入有望达到

3233 亿元。数据背后，中国冰雪产业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机

遇期。顺应冰雪经济发展趋势，稳步提升冰雪旅游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努力把“冷资源”做成“热经济”，变“流量”为

“留量”，才能让游客对冰雪的热情转化为文旅业发展的新

动力。

图 为 海 南 省 昌 江 黎 族 自 治图 为 海 南 省 昌 江 黎 族 自 治

县王下乡黎族民宿县王下乡黎族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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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北京延庆万科石京龙滑雪场启动人工降雪。

张 延摄（中经视觉）

图② 游客在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北坡滑雪场滑雪。

胡 波摄（中经视觉）

图③ 游客在河北省秦皇岛市老君顶景区体验冰上三轮车。

曹建雄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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