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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石门寨镇房庄村——

村民吃上冰雪村民吃上冰雪““饭饭””
本报记者 陈发明

2 月 5 日一早，古城拉萨已是白茫茫一

片——立春后的首场雪不约而至，雪花仍

在扑簌地飘落。拉萨市民纷纷走出家门，

尽情地在雪地里撒欢。

“妈妈，再快一点。”5 岁的江措蹲在地

上，借助一条绳带被母亲仁增旺沫拉动着

向前滑行，时不时发出快乐的笑声，一旁的

家人则忙不迭地录制视频发朋友圈。“盼着

林芝的滑雪场早点建成运营，到时候就可

以带着儿子去体验一把真正的滑雪了。”仁

增旺沫说。

虽然西藏冰雪运动起步较晚，至今仍

没有一处专业的滑雪场，但因地理环境的

独特，西藏人民与冰雪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乘着北京冬奥会举办的东风，西藏冰雪经

济蓄势待发。

冰雪运动逐年升温

2 月 8 日下午 4 点，拉萨市民扎西顿珠

打开手机 APP 等待收看北京冬奥会男子个

人短距离（自由技术）资格赛直播。“这场比

赛不能错过，这是我们西藏运动员在冬奥

会赛场上的‘首秀’。”扎西顿珠说。

扎西顿珠口中的这位运动员是 18 岁的

西藏冰雪运动员次仁占堆。近年来，随着

冰雪运动在西藏得到大力推广、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冰雪运动、爱上冰雪运

动，不少西藏运动员开始在冰雪运动项目

中崭露头角。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来自

西藏自治区的运动员拥青拉姆和次仁占堆

获得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这在历史上尚

属首次。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次仁表

示，近年来，西藏积极落实冰雪运动“南展

西扩东进”战略，立足实际从零开始，创新

发展冬季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西藏滑

雪队自 2016 年组建以来，越野滑雪、滑雪登

山项目在国际国内比赛中取得了显著成

绩，涌现出一批优秀年轻运动员，10 名运动

员入选国家队。

据了解，西藏还立足独特的地理气候

条件，借助体育援藏优势，加强冰雪运动交

流合作，以越野滑雪、滑雪登山为重点项

目，选派优秀体育苗子赴吉林、河北、内蒙

古 等 冰 雪 运 动 强 省（区）训 练 ，积 极 培 养

2024 年韩国江原道冬青奥会和 2026 年意

大利冬奥会备战梯队，不断推进高原特色

体育事业发展。

“西藏发展冰雪运动，前景美好，大有

可为，未来可期。”尼玛次仁说，未来西藏将

加大投入力度，创新思路举措，重点发展雪

上运动项目，着力培育竞技体育新优势。

“希望西藏冰雪运动健儿能够早日实现代

表国家站上奥运领奖台的目标，为祖国争

光、为西藏添彩。”

冰雪活动日渐丰富

“如今，冰雪运动在西藏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普及，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参与，我们

也在积极依托西藏特有的山地户外运动资

源和人才优势，大力发展登山和山地户外

运 动 产 业 ，推 动 冰 雪 运 动 走 入 寻 常 百 姓

家。”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培训科科长次仁旦

达说。

2021 年 10 月 28 日 ，冰 雪 运 动 进 机 关

和企事业单位活动在西藏拉萨市当雄县

羊八井镇洛堆峰启动。参与此次活动的

多吉感受颇深，直言爱上了冰雪运动：“参

加洛堆峰冰雪体验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

终生难忘的经历，身体感觉很累，但是挑

战自我胜利后心情很愉悦。西藏有丰富

的冰雪资源，今后我也会更多地参与到冰

雪运动中去。”

自 2019 年起，洛堆峰大众冰雪运动成

为登山大会每年的固定项目。“我们希望通

过开展攀登洛堆峰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爱上冰雪运动。”次仁旦达

介绍，海拔 6010 米的洛堆峰雪面平缓、冰岩

陡坡少，攀登难度较低，且车辆可直达海拔

5300 米的雪线处，已经成为众多户外爱好

者冰雪体验活动目的地之一。

2021 年 12 月 30 日，西藏还在国家西藏

林芝体育训练基地举办了迎冬奥冰上体验

活动，冰壶、滑冰等一系列的体验项目，吸

引了众多市民和学生参与。11 岁的洛桑永

珍在活动现场体验了冰壶项目。“以前只是

在电视上看过，冰壶原来这么好玩，妈妈说

有机会还要带我参加更多的冰雪运动项

目。”洛桑永珍一脸兴奋地说。

目前，西藏的第一个滑雪场正在筹建

中，选址便在林芝市。“这将成为更多市民

特别是青少年体验参与冰雪运动的理想场

所，助力冰雪运动‘走入寻常百姓家。’”林

芝市教育局体育产业管理中心主任吴富斌

表示。

冰雪旅游热度攀升

随 着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举 办 ， 冰 雪 旅

游 踏 上 了 高 速 发 展 之 路 。 拥 有 雪 山 、

冰 川 等 众 多 冰 雪 旅 游 资 源 的 西 藏 ， 当

仁 不 让 地 成 为 游 客 心 中 的 冰 雪 旅 游“ 打

卡”地。

在 2022 年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上，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中国冰雪旅游发展

报告 2022》，西藏羊八井的“雪域高原泡藏

药温泉”入选 2022 年冰雪经典创新项目，

“米堆冰川探险”入选 2022 年冰雪时尚创新

项目。

来自广东的游客思莹一直很向往冰天

雪地的世界。“西藏最吸引我的就是数不尽

的雪山和冰川。这次来旅游去看了廓琼岗

日冰川，攀登了洛堆峰，让我这个南方人过

足了冰雪瘾！”思莹说。

把“冷资源”变成“热经济”，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廓琼岗日冰川、洛堆峰所

在的拉萨市当雄县依托资源优势，通过保护

性开发进行景区旅游文化综合服务升级，致

力于发展冰雪旅游，专门培养了一批当地年

轻的高山向导，坚参卓玛便参与其中。

作为发展冰雪旅游的受益者，坚参卓

玛表示，参与攀登服务工作让她的收入更

多了，视野也更宽阔了。冰雪旅游改变了

她，也改变着她的家乡。“祖祖辈辈在雪山

下劳作生活，从没想过冰冷的雪山会为我

们带来丰厚的收入。我们会更加爱护家乡

的冰雪资源，也希望更多的游客来西藏看

冰川、爬雪山，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坚参

卓玛说。

西藏雪期较长，冰雪资源丰富，发

展冰雪产业、开展冰雪运动有着得天

独厚的条件。乘着“冬”风，西藏如何

将“冷资源”做成“热经济”值得深思。

当前，西藏正加快打造成为重要

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冰雪元素是其浓

厚底色。如今，中国冰雪旅游重构了

“三足鼎立、两带崛起、全面开花”的空

间新格局，“两带崛起”中便有以西藏、

青海为代表的青藏高原冰雪观光旅

游带。

西藏坐拥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

景观，但受天气等自然条件限制，旅游

业常在入冬后进入淡季，发展面临“半

年经济”难题。而发展冰雪旅游，无疑

有 利 于 解 决 西 藏 冬 季 旅 游“ 冷 场 ”

问题。

从冰雪旅游市场培育过程来看，

西藏还需大力推进文旅紧密结合、文

体深度融合，围绕冰雪做好文章，积极

挖掘冰雪文化，将过去以冰雪旅游为

主导的“单链发展”格局转变为以冰雪

运动体验为主导，体育赛事、康养度假

休闲为辅的“全链发展”格局，从而拉

动冰雪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除了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同样是

促进冰雪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西藏冰雪运动起步较晚，但借助

北京冬奥之风，正乘势而上，蓄造后发

之势。在大力培养冰雪运动专业人才

的同时，西藏冰雪运动参与人群正持续扩大，冰雪运动成为大

众接受、踊跃参与的体育项目，广大群众对冰雪运动产品和服

务的需求高涨，冰雪运动消费习惯正逐步养成，消费潜力正在

持续释放。

冰雪经济发展，品牌效应不容忽视。如今，冰雪运动已成

为塑造城市品牌、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过去一年，

西藏在拉萨市举办了 2021 第十九届中国

西藏登山大会系列活动之全国滑雪登山邀

请赛，在林芝市举办了以“圆梦冬奥 同享

未来”为主题的西藏自治区迎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滑雪登山活动，品牌活动的举办既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冰雪运动专业人士，也

更新塑造了城市形象，掀起了西藏全民参

与冰雪运动的热潮。

西藏发展冰雪产业前景广阔，但还应

理性地认识到，西藏冰雪产业各类专业人

才 相 对 匮 乏 ，尚 未 形 成 产 业 核 心 要 素 集

聚。同时，多数冰雪产业投资强度大、见效

慢 ，产 业 培 育 期 还 需 相 关 政 策 的 大 力 支

持。因此，西藏冰雪运动普及、冰雪产业发

展任重道远，要想把“冷资源”做成“热经

济”，还需政府、市场、大众多把火来助燃。

2 月 4 日是农历正月初四，河北省秦皇岛

市老君顶冰雪王国游乐场里热热闹闹，游客

们尽情玩着滑雪、冰车、雪圈等项目。已是下

午 1 点半，在雪场里忙着维持秩序的房文学还

没吃午饭，但他一点都不觉得饿。“吃饭不着

急，游人少才着急呢。这正是人多的时候，越

忙越高兴呀！”

老君顶景区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石门寨

镇房庄村，全村只有 64 户 224 名村民。今年

52 岁的房文学是土生土长的房庄村人，在这

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当了一辈子农民，他以

前靠种地和打零工一年有几百元收入，从未

想过自己有一天守在家门口也能年入数万

元，并且还成了景区内的一名负责人。

春节假期赶上冬奥会，游客们滑冰玩雪

的热情也随之高涨。早上 5 点多，房文学就起

床了，匆匆吃口饭便出现在景区里。“9 点多游

客就陆续到了，我得早点到雪场上检查设施、

做消杀、给员工们交代安全责任，赶在景区开

门之前做好一切准备。”雪场内所有物资使

用、人员调配、场地布置、雪区安全等都由房

文学负责，每天从早上忙到晚上 9 点左右才收

工回家。房文学说，自从村里有了这个景区，

发展起了旅游经济，他再也不用东奔西跑打

零工了，现在他不仅有了每个月 2000 多元的

稳定收入，还像城里人一样有了“五险”。

走进房庄村，村庄景色优美，整洁有序，

大石河从村中穿流而过，农家小院的院墙上

绘制了一幅幅彩画，给村子增添了活泼的色

彩。然而过去的房庄村只是一个窝在大山里

的落后村庄，河滩脏乱，道路坑洼，河道阻断

了村民出行的路，村里既没有集体经济，也没

有致富项目，年轻人进城打工，只留下老人和

妇女。2011 年，全村年人均收入仅 800 元。

2012 年，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围绕“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结合本地特色，充

分利用河道资源，确定走乡村旅游壮大集体

经济的路子，启动了老君顶景区建设。经过

3 年多的筹划和建设，2015 年，老君顶景区正

式营业，开放了河道漂流项目，成为秦皇岛第

一个拥有漂流项目的景区。

2015 年 7 月，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为房庄村带来了新灵感。“漂

流项目只适合春夏季，难以支撑起全时全季

旅游。借助冬奥会这个契机，我们决定打造

冰雪项目，避免出现天一冷就进入漫长旅游

淡季的局面。”房庄村党支部书记房文平带领

村民借助河道资源，依势建造天然滑冰场，用

丰沛的大石河水结成的冰实施山地人工造

雪，打造了 30 万平方米超大冰场雪场，设有初

级雪道和中级雪道，并开设雪上飞碟、雪地卡

丁车、冰刀、冰上龙舟、冰上碰碰车、冰陀螺等

60 余个游玩项目，小山村由此变成了美丽的

冰雪世界。

2016 年底，老君顶冰雪项目正式向游客

开放，短短 1 个月的时间，景区日均接待游客

600 人次，高峰日达 2000 人次。2021 年，房庄

村 被 评 为 河 北 省 冰 雪 体 育 旅 游 十 佳 精 品

线路。

如今，让游客充分感受冰雪运动的激情

与魅力，成为房庄村活跃冬季旅游市场的新

亮 点 ，景 区 瞬 时 接 待 游 客 达 上 万 人

次。今年春节期间，村里开展了五福

游园派喜、抬皇杠、大秧歌、文化大集

等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游客畅

享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

依托乡村旅游，房庄村村民不

仅 在 景 区 找 到 了 适 合 自 己 的 岗

位，还在村里统一管理下开展了

农家饭庄、民宿、特色采摘、农产

品深加工等项目。2021 年，房

庄村接待游客突破 43 万人次，

村 民 人 均 年 收 入 达 到 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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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西藏自治区迎西藏自治区迎 20222022 年北京冬奥会滑雪登山体验活年北京冬奥会滑雪登山体验活

动暨冬令营活动现场动暨冬令营活动现场，，参与者正在体验滑雪登山项目参与者正在体验滑雪登山项目。。

次仁旦达次仁旦达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第十九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系列活动西藏自治区第第十九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系列活动西藏自治区第

三届冰雪运动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活动现场三届冰雪运动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活动现场。。

次仁旦达次仁旦达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的老君顶景区内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的老君顶景区内，，游客正在体验游客正在体验

雪圈雪圈。。 曹建雄曹建雄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