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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到请 到““ 滑 雪 天 堂滑 雪 天 堂 ””来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洪超马洪超

“雾凇之都，滑雪天堂”，吉林省吉林市地

处北纬 43 度世界滑雪黄金纬度，这里的优质

粉雪备受国内外滑雪爱好者喜爱。近年来，吉

林市牢固树立“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

抢抓北京冬奥会带来的冰雪产业发展机遇，积

极打造“世界级滑雪度假城市”。

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19 年雪季，吉林市

冰 雪 经 济 创 出 高 峰—— 接 待 冰 雪 游 客 突 破

2930 万人次，增长 15%；实现旅游收入超过 496

亿元，增长 2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此后

的 3 个雪季相关数据有所下降，却呈现出逐年

恢复、不断向好的发展势头。“在传统的夏季避

暑休闲度假游优势之外，吉林市的‘冷资源’越

来越彰显出澎湃动能，成为全市文旅业乃至经

济社会发展的‘热产业’。”吉林市文化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局长赵大明表示。

大面积增加雪道

从吉林市火车站出站后，乘车南行 1 小

时就到了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入冬后，当地

气温逐渐下降，滑雪场里的造雪机适时启

动，再加上近日的一场降雪，雪道早已

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色棉被”。

北大湖滑雪场于 1994 年建成

并投入使用，在吉林省乃至国

内外滑雪界都鼎鼎有名，是国

家滑雪训练基地、北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培

训基地，承办过第六届

亚洲冬季运动会和数

届 全 国 冬 季 运 动

会。在这里，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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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落差达 870 米；冬季平均气温约为零下 10 摄

氏度，积雪日可达 160 天。

三面环山，冬季风小，山形较好，山高合

适，粉雪湿度佳，积雪期长，有过重要赛事举办

经验⋯⋯一系列优势让北大湖滑雪度假区的

名气越来越响。

“得益于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上个雪季我

们接待游客 57 万人次，接待能力趋于饱和，今

年开春后我们立即对度假区进行改造提升。”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市场营销部负责人闫帅说，

今年以来度假区已将雪道由 27 条增加至 47

条，高速缆车由 8 条增设至 10 条，住宿床位由

3500 张增加至 6800 张，新雪季的接待能力可

达 100 万人次。“待全部工程完工后，我们这里

的雪道条数、长度、面积等规模将居亚洲第一，

相当于‘再造一个北大湖’。”

吉林市现有高、中、初级雪场 12 家，共开

发雪道 93 条，雪道总面积 352.69 公顷，雪道总

长度近 100 公里。在这些雪场中，北大湖滑雪

场与万科松花湖滑雪场是两所世界级滑雪胜

地。与北大湖山高坡陡、更适合专业运动员锻

炼竞技相比，万科松花湖滑雪场则因为靠近市

区且雪道选择多，颇受大众滑雪爱好者青睐。

万 科 松 花 湖 滑 雪 场 位 于 吉 林 市 区 南 边

约 15 公 里 处 ，这 里 曾 是 新 中 国 第 一 个 滑 雪

场 ——青山滑雪场。此前，万科集团与当地

达成合作协议，对青山滑雪场进行全面建设提

升并向社会开放，至今已经历 8 个完整雪季。

目前，这里已建成 37 条雪道，雪道总长度达 41

公里，雪道面积达 175 公顷。其中的一条雪道

单体面积位居全国第一。该滑雪场连续多年

荣获世界滑雪大奖，被评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

基地、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示范基地等。

记者来到万科松花湖滑雪场时，场区正在

进行紧张的机器造雪、雪面推平等“开板”前的

准备工作。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市场部负责人

钟锐说，除了冰雪器材全面更新，今年他们还

投入 4000 万元升级了造雪管网系统，让雪季

初期造雪量更大，可开放的雪道面积更大。

面对人们不断上涨的滑雪热情，万科松花

湖度假区也在谋划扩大雪道和服务设施。该

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说，“十四五”时期，他们

将启动度假区二期副中心项目，推动并实现度

假区“西扩雪线、北拓小镇”，通过拉开度假区

空间骨架进一步丰富度假业态配套，打造全链

条度假旅游产品。项目建成后，全年接待客流

量将突破 300 万人次。

做强滑雪度假区

近年来国家大力号召发展冰雪运动、壮大

冰雪经济，吉林市将谋划推动冰雪产业高质量

发展纳入重要议题。去年 11 月份，吉林市冰

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成立，这是全国唯一

的省级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平台。

该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董莹说，试验区覆

盖了原北大湖体育旅游经济开发区、松花湖风

景名胜区和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不仅肩负着加

快构建以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

装备为重点的现代化冰雪经济体系使命，还锚

定坚持冰雪产业和避暑休闲产业，打造“亚太

第一、世界一流”滑雪旅游休闲度假区的目标。

前不久，北大湖青少年雪上运动基地项目

E 索缆车挂厢启动仪式举行。这个青少年雪

上运动基地项目投资额达 16.73 亿元，是冰雪

试验区今年实施的 7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达

57.44 亿元）之一。

董莹表示，试验区成立一年来，大力推进

项目建设，抓好招商引资，全力提升冰雪服务

水平。相关项目可在新雪季给游客带来更多

惊喜。在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游客在酒店大厅

就能坐上缆车，真正实现“滑进滑出”；雪具服

务中心可为雪友提供雪具运输服务，让南方雪

友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滑雪之旅⋯⋯

试验区以游客为中心提升滑雪场服务水

平，还体现在住宿装修、营销推广等更多细节

中。今年，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将原有的青山酒

店升级翻牌为瞻云 Salomon 户外运动主题酒

店。走进该酒店的大堂，人们一眼就能看到休

息区用滑雪单板、双板制作而成的秋千和桌

椅，墙壁上还挂着从法国运来的手工牛铃，装

修可谓匠心独运。酒店客房的装修也很有特

色：雪板、雪镜、帐篷露营等元素运用得淋漓尽

致，颇显潮范和时尚感。

钟锐说，滑雪群体中相当大比例是青年

人。今年雪季，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与有关品牌

开展跨界合作，开展雪季限时快闪店活动，丰

富滑雪场商业业态、吸引年轻消费群体。

据了解，吉林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

区今后将进一步加大项目建设力度，提升冰雪

产业发展承载力。2023 年，试验区将陆续启

动总投资 35 亿元的北大湖四季文旅综合体、

总投资 15 亿元的北大湖冰雪产业人才孵化基

地、总投资 8 亿元的地中海度假村二期等项

目，持续升级酒店、雪道、索道、缆车等设施设

备，提升滑雪场接待能力。

冰雪经济渐成势

在北京冬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背景下，北大湖滑雪场、万科松花湖滑雪

场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滑雪场周边的乡村

也在服务冰雪运动与冰雪经济发展中发生着

变化。

6 年前，吉林市永吉县北大湖镇官地

村村民张占华到离家 30 多公里的一家滑

雪场想应聘做滑雪教练。没想到，应聘成功

了，还因此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教练工作使张占华打开了眼界，此后他又

去了北京等地更先进的滑雪场提升技能。学

成归来，他选择到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滑雪场从

事滑雪教练工作。最近 6 年来，除了冬季的滑

雪教学，他还依托在景区工作的便利条件，陆

续学习了水上项目、拓展训练、滑翔伞、登山向

导、带领团队团建等，综合业务水平大幅提

升。如今，张占华有了一个新身份——度假区

山地学院（滑雪学校）联盟主席。

“冰雪热火了，也带火了我家乡的村庄。”

张占华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发展农家

乐、民宿等，吃上了“冰雪旅游饭”。

傍晚时分，北大湖镇南沟村“雪乡人家”农

家乐里灯火通明。女主人于淑芬和伙伴们正

在餐厅里忙活。“冬季咱们这里游客多，店里生

意更好。”于淑芬经营“雪乡人家”12 年了，从

一开始的四五张桌子，靠亲戚来帮忙，到现在

仅餐饮就有 500 平方米的规模，再加上住宿，

一个雪季下来可收入 50 万元。

目前，南沟村有餐厅旅店 106 家，民宿床

位 1000 多张。150 多农户从事餐饮服务，每个

雪季可带动当地农民人均增收 2 万余元。村

里几百名村民还就近当上了滑雪教练。

农民们找到了自己的“雪道”，中小学生也

在冰雪体育活动中寻找快乐和未来。

吉林市亚桥小学恒山校区学生张辰泽已

学习滑雪两年，现在可以滑中级雪道了。前不

久，他妈妈为他在万科松花湖滑雪场办了今冬

雪卡，让他非常开心。在张辰泽看来，滑雪不

仅是一项运动爱好，更是吉林市小学生的一种

责任，“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金牌

获得者苏翊鸣是吉林市人，他是我的榜样，希

望今后我也能登上领奖台”。

近年来，为引导儿童青少年热爱冰雪运

动，吉林市将寒假第一周设为“雪周”，并将冰

雪运动纳入中小学体育课教学内容，相关部门

连续举办体育教师冰雪运动项目技能培训

班。目前，全市建有国家级冰雪特色学校 75

所，组建起高山滑雪队 29 支、单板滑雪队 20

支、越野滑雪队 18 支，全市在雪场上雪课学生

人数达 7.5 万人，冰雪体育开课率达到 100%。

吉林市还注意发掘培养优秀中小学生冰

雪运动专项人才，连续多年举办吉林市中小学

生冰雪运动会，设置短道速滑、速度滑冰、冰

球、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单板滑雪六大项目。

“我们市开展冰雪教学有优势、有基础，冰

雪教学和人才培养一定会取得更多成果。”吉

林市冰雪办四级调研员谢兆峰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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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垂直落差近千米，

最高达 62 梯层，被称为“世界

最大客家梯田”的江西上堡梯

田，继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后,又成功入选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名录。

2200 多年来，当地人民尊

重自然、因地制宜修建修缮坡

地配水系统，发展粮食生产、防

治水土流失，至今，江西上堡梯

田仍是当地农业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和文化价值。

做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与活化利用工作，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

我国是农业大国，勤劳勇

敢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农业劳

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经

济效益和文化价值高度统一的

农业生产方式，有些仍延续至

今，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典范。如浙江庆元“林—菇

共育”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

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

统等，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的

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全人类文

明的瑰宝。对农业文化遗产进

行有效保护，可以更好地挖掘

传统农业价值，拓展农业多种

功能，实现遗产地的生态保护、

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繁荣。

活鱼还要水中看。将农业

文化遗产记录下来，或将其标

本放入博物馆，是重要的保护

方式，但在现实中，农业文化遗产大多仍然以服务农业生

产、维系生态平衡等鲜活的方式存在着，如果不能做到在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的

双效统一，保护农业遗产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正如联

合国粮农组织所提出的，要回到传统农业中去“寻找智

慧”，这才是提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理念的初衷。让农业

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未来，不仅要认识发现、重

视关注，更要保护和传承好农业文化遗产，其核心是处理

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在保护中“活化”农业文化遗产，要充分发掘和继承

农业文化遗产中对现代农业仍然具有应用价值的农业要

素和知识体系，如保护与循环利用的生态观、价值观，优

秀的生产技艺和管理知识等。在现代农业中注入传统农

业的优良基因，嫁接信息化、智能化的大脑，发展更加环

保、更加高效的可持续新型农业体系，可让先人创造的农

业生产经验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得到弘扬。

在保护中“活化”农业文化遗产，要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逐步建立起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三产融合发展的新型

农业产业模式，真正发挥农业文化遗产的产业功能和经济

价值。如打造种植养殖产业链，强化加工增值链，增加农

业旅游收入链，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演进、融

合发展来推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在保护中“活化”农业文化遗产，要最大限度调动农

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让保护利用与农村发展共荣共

生。农业文化遗产有“身份”，还要提“身价”，积极引导和

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特色资源开发，打造区域公共品

牌，加快生态价值转换，助力乡村振兴。如江西崇义县通

过“公益众筹增效益、保价收购生动力、民宿联盟惠集体、

返聘务工稳就业、订单农业促增收”五大模式，解决梯田

撂荒问题，探索把梯田大米等农产品卖出去、把游客引进

来的农旅融合道路，真正地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美丽中国的一道道风景线，更

是滋养中国大地、百姓生息的金饭碗。我们期待更多的

农业文化遗产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活力，续写一个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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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浸润豫北乡村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南关村，因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老城南

门外而得名。这个豫北小村庄有一家远近闻

名的农家书屋，一开就是 36 年。

在书籍资源尚匮乏的上世纪 80 年代，简

陋的图书室是南关村年轻人重要的“精神粮

仓”，滋养了一代人的成长。2008 年，乡村图

书室成为农家书屋，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

“1986 年南关村自建了图书室，村委会专

门辟出两大间屋子让村民看书。读书影响了

南关村整整 36 年，办好农家书屋这件事，

也是南关村几届‘两委’干部的传承

和坚守。”南关村农家书屋图书

管理员李云说。

李 云 从 2002 年

开始接手图书

室管理工

作。“俺村人爱看书，有人看了几十年，有些书

也存了几十年。”李云说，农家书屋培养了几

代南关村人的读书习惯。

从村“两委”到几任图书管理员，南关村

农家书屋的每一任负责人都把让村民“好看

书”当成重要的事儿在做。

在安阳，全市 3283 个农家书屋都像南关

村一样，不断摸索如何“为乡村铸魂”。农家

书屋作为农村基层的标配，在全面建设解决

了“有没有”的问题后，如何解决“谁来读”“怎

么读”“读什么”，已成为摆在基层管理员面前

的问题。

“李云”们靠着最朴实的坚守，让农家书

屋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周末，一大早就有学生上门看书。“我爱

看历史和科普类的书，家里的书早都被我看

完了，这里的书总也看不完。”12 岁的小读者

于振轩说。

“我们农家书屋的图书和周边社区村庄

比是相对比较全的，有时候别的社区搞活动，

会来临时借书。”李云说，如今，这里正被改造

成独具特色的城市书房——甲骨文书屋。

在南关村，农家书屋被重新定义，书屋不

仅有故事、有情怀，还被篆刻上“甲骨文”这个

安阳独有的文化标签，将全民阅读和文化传

承相结合，有颜值更有内涵。

南关村的农家书屋在安阳并非个例。近

年来，安阳市积极推进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工

作，鼓励各地与社会力量合作，创新服务方

式，积极探索“农家书屋+”综合性服务模式，

试点推进农家书屋服务向乡村超市、乡村学

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延伸，鼓励引导退休村

干部、超市经营者、志愿者、村民等社会人士

管理运行农家书屋。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安阳市将

农家书屋作为全民阅读在基层的思想文化阵

地，通过读书为农村铸

魂，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保

障、精神动力、文化氛围。

从 农 家 书 屋 到 城 市 书 房 ，

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重任的安

阳 市 ，以 各 类 书 屋 为 平 台 ，创 新 服

务 模 式 ，注 入 文 化 新 活 力 ，让 静 态 的

阅 读 与 动 态 的 文 化 活 动 相 结 合 ，让 书 屋

引领时尚阅读，探索出一条全民阅读的新

路子。

为扎实推进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安阳市

创新开展“七融入”工作法：融入党的理论宣

传教育，让农家书屋发挥思想理论武装、凝心

聚力的主阵地作用；融入富民行动，发挥“致

富好帮手”作用，满足农民群众“活”了脑袋、

“鼓”起钱袋的需求；融入文明村镇创建，成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助推器；融入乡村平安建

设，成为乡村平安文化建设前沿阵地；融入乡

村文化合作社，不断拓展文化娱乐功能，让农

民在自娱自乐中提升文化素养；融入乡村旅

游，成为乡村旅游亮丽风景线，打造休闲阅读

空间，赋予民宿更多文化内涵；融入乡村学校

“第二课堂”，为乡村留守儿童的成长保驾护

航，拓展乡村学校课外教育功能。

江西省崇义县的上堡梯田迎来江西省崇义县的上堡梯田迎来

丰收丰收。。 曾刘洲曾刘洲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一家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一家主主

题酒店题酒店用滑雪板制作用滑雪板制作成成秋千秋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洪超马洪超摄摄

游客在北大湖滑雪场中滑雪游客在北大湖滑雪场中滑雪。。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供图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