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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湖腾鱼见证渔猎文化传承冰湖腾鱼见证渔猎文化传承——

到 查 干 湖 看 冬 捕到 查 干 湖 看 冬 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洪超马洪超

数九寒冬，冬

捕正忙。一年一度的

查 干 湖 冰 雪 渔 猎 文 化 旅

游节在元旦前夕开幕，当天查

干湖景区接待游客超 5 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4632 万元。

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

治县的查干湖，蒙古语为“查干淖尔”，意为白

色圣洁的湖，水面面积 420 平方公里，是我国

知名淡水湖之一。这里至今仍然保持着延续

千年的人工凿冰、冰下走网、马拉绞盘等冬季

捕鱼方式。近期，“到查干湖看冬捕”成为不

少游客的选择。

看鱼腾冰湖

1 月 11 日中午 12 点，记者乘车来到查干

湖，只见一辆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冰面上，丝

毫不担心冰面会被压破。当地人称，查干湖冬

捕主要在三九时节，湖里的冰层有半米多厚。

车辆在“鱼把头”马文岩带队的捕鱼区停

了下来。不远处，6 匹高头大马正在主人的指

挥下绕着绞盘快速跑圈，绳索一圈圈地盘紧，

将渔网一点一点地拉出冰面。出网口附近，

游客沿着渔网绳索分列两侧，兴奋地等待着

出鱼时刻。

“出鱼啦！”人们欢呼起来，纷纷拿出手机

或摄像机对着渔网拍摄。大鱼随着渔网带出

冰面，有的张着大嘴，有的不停摆尾，从一开

始的稀稀拉拉到后来的数量逐渐增多。

查干湖冬捕用的网有自身特点，由 96 块

“片网”和 1 个“肚兜网”（网肚）组成一个大

网。在从入网口进行冰下下网时，渔工们用

固定长度的穿杆带动，将大网的两端沿两个

方向由上个冰眼引导到下个冰眼，依次向前

推进，用两个多小时才能将这张 2000 米的大

网 在 冰 面 之 下 部 署 到 位 ，完 成 对 鱼 群 的 包

围。出鱼时，大网两端在出网口被拉出冰面，

由于鱼往后游动，最先出来的网几乎没有鱼，

越往后挂在网上的鱼越多，更多的鱼则集中

在最后的网肚中。作为网后端的一个大兜，

一个网肚最多能容纳百万斤的渔获物。

来自长春的游客王猛从鱼网里挑出一条

七八十厘米长的鳡鱼，双手托举着让家人给

他拍照留念。之后，他抱着这条鱼来到了查

干湖渔业有限公司设在冰湖上的现场售卖

点，装袋称重、扫码付款，“来这里除了看冬

捕，也要买一条大鱼让全家人都尝尝鲜”。

近些年，不少媒体关注和报道查干湖冬

捕，有些美食类节目也在推介查干湖鱼鲜，查

干湖早已名声在外。济南游客王志刚就是慕

名而来的一员。“这是我第一次来吉林省，早

就在电视上看过查干湖冬捕的壮观场面，虽

然天气寒冷，但看了之后深感不虚此行。”他

说 ，刚 出 冰 面 的 鱼

散发着腾腾热

气，让人看了特别激动。

更让人兴奋的则是查干湖冬捕节开幕当

天的“红网”（一次捕鱼超过 10 万斤的丰收网）

拍卖。本届冬捕节开幕当天，经过激烈竞拍

角逐，预示着红红火火、年年有余的查干湖

“红网”最终被一家公司以 169.9999 万元的价

格拍得。据悉，拍卖所得款项将存入查干湖

生态慈善基金，用于查干湖生态保护与建设。

在竞拍“红网”之前，查干湖主要是拍卖

“头鱼”，也就是当季冬捕第一网打出的最大

最重的鱼。为了争得这个好彩头，上个冬捕

季的“头鱼”拍出 299.9999 万元，创下历年“头

鱼”竞拍价格最高纪录。

马文岩说，得益于生态保护工作的有力

推进，近年来查干湖水质不断改善，鱼的品质

越来越好。冬捕时，他们用 6 寸的大眼渔网捕

捞大型成鱼，把小鱼留下，这样有利于查干湖

年年有鱼，有利于查干淖尔冬捕习俗这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承。

品鱼宴美食

自查干湖冬捕季开启以来，今年 33 岁的

曲丽杰就忙得不亦乐乎。她一边忙着经营自

家在查干湖北湖边的鱼馆饭店，一边在网上

销售查干湖鱼品。“我每天早上 4 点起床查订

单，7 点开始装车发快递，中午起锅炖鱼迎接

客人，晚上去渔场选鱼。”曲丽杰说。

曲丽杰所说的渔场，是离她家饭店不远

的“冰院子”。冬季的查干湖格外寒冷，鱼儿

被捕捞出来后会在冰面上迅速冰冻。这些鱼

有的会被游客当场挑选买走，大多数则被查

干湖渔业有限公司用车拉走，放在公司露天

的“冰院子”里等待批发商和散客前来选购。

这些天，曲丽杰每天能接到 200 个左右的

订单，288 元、388 元、588 元、1088 元的“全鱼

宴”套餐类型不一。客户大多来自北京、河

北、山东、吉林等地，广东、海南等南方省份的

订单近两年也在增多。“十几斤一条的胖头鱼

销量最好，足够五六个人炖着吃。”曲丽杰说。

记者走进这个可存放 100 万斤冻鱼的“冰

院子”，只见院子里不少人在鱼堆旁选货，有

的推着一小推车的鱼忙着装袋，还有人在支

架旁做直播带货。院子一侧是一个面积 1300

平方米的库房，工人中有的正在摆箱码货，有

的正忙着装车。

工作人员说，冬捕

节开幕后的两个月是他们一年里最忙的时

候，一天有 15 万斤至 20 万斤的出货量，尽管

早上 7 点就开始上班，但有时因捕获量大晚上

7 点仍忙不完。

一 天 出 这 么 多 的 货 ，都 是 怎 么 运 出 去

的？在“冰院子”大门外，有顺丰速运、京东快

递等多家快递公司设立揽收点，不少在“冰院

子”选购了冻鱼的人选择在这里寄递，接单的

快递小哥忙个不停。

查干湖的鱼最终流向了消费者的餐桌。

查干湖出产 60 多种鱼类，胖头鱼最为有名，吃

法也多样。来查干湖看过了冬捕的壮观场

面，游客大多会就近找一家鱼馆饱饱口福。

从小在查干湖长大的曲丽杰表示，她家

鱼馆最有名气的是全鱼宴，草鱼用荷叶清蒸，

鲤鱼适合浇汁，黑鱼可以炝拌，胖头鱼酱炖最

入味⋯⋯“很多看冬捕的游客，在我家吃过

饭，加了我的微信，就在网上订购我家的‘全

鱼宴’套餐。套餐包装里有我家自制的酱料，

普通人用了它也能做出好吃的鱼。”

在距离查干湖渔场 100 多米处，老关东渔

庄已经迎来了这个冬捕季一拨又一拨的游

客。“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我们

在去年 12 月中旬就开始接到游客的预订电

话，冬捕节开幕以来经常客房爆满、餐桌等

位。”渔庄负责人尚影说。

老关东渔庄是查干湖渔村最早的农家乐

之一。尚影说，这里有热炕，可保证游客住得

舒服；有大厨，能够让游客吃得满足。这些

年，老关东渔庄逐步扩大经营规模，见证了查

干湖冬捕节影响力与吸引力的不断增强。

赏渔猎文化

除了看捕鱼、购鲜鱼、品鱼宴，游客在冬

季查干湖还能够体验渔猎文化和冰雪乐趣。

在查干湖引松渠入湖口的河道上，十几

个冰钓帐篷有序分布。这些帐篷里有已经打

好孔的冰钓洞口，还摆放好了专用采暖炉、防

寒垫等。来自松原市的钓友刘鹏正在帐篷里

煮面，并注意观察着钓竿的反应。

刘鹏是自带装备来的，他花了 200 元钱购

买入场券，准备了一些食物和矿泉水，晚上在

这个帐篷里过一夜，“夜间帐篷里有亮光，容

易吸引鱼过来透气，很有可能就上钩了”。

不仅仅是冬钓，本届查干湖冬捕节在

两个月的时间里将为游客提供冰上龙

舟赛、冰上越野滑雪、冰雪

冬令营、雪地足球等 20 项“冬捕+”系列活动。

“这只是查干湖特色旅游中的一部分。

近年来，我们不断推动生态旅游发展，丰富旅

游产品供给。”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宣传中

心主任单君国说，除了建成查干湖渔猎文化

博物馆，当地还借冬捕热度延伸旅游产品链

条，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冰雪演艺项目，推进

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生产与推广。

走进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

西索恩图村村民王立春的工作室，满墙鱼皮

画作品美不胜收。今年 38 岁的王立春前些年

在查干湖景区开了个小店，一直做旅游纪念

品销售。在此过程中，她发现有些游客对查

干湖鱼皮画特别感兴趣，便开始自学这方面

的知识技能。后来，她把家里的一个房间改

成工作室，从小幅的鱼皮画钥匙扣做起，一直

做到了大幅鱼皮画作品，品类已有 20 多种，价

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现在，她已经是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皮画项目）传承人。

如果说王立春的鱼皮画工作室还是初级

规模，那么拥有 14 名工艺师、注册成立文化公

司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徐毳的工作室，则将查

干湖鱼皮画产业做得更大更远。

徐毳的工作室位于松原市区，室内鱼

皮画、鱼骨画等地方特色工艺作品让人目

不暇接，有两件巨幅鱼皮画格外引人注

目。一幅是表现渔民冬捕丰收喜悦心情

的《年年有鱼 年年有余》，宽 5 米、高

1.6 米，由 11 名工艺师历时 70 天才完

成，在 2019 年吉林雪博会展出时引

得一片惊艳；另一幅是表现冰雪运

动 体 育 竞 技 精 神 的《冬 奥 在 北

京 体验在吉林》，宽 1.2 米、高

0.9 米，由 7 名工艺师花了 5 天时

间完成，曾在北京冬奥会新闻

中心展出。

“工作室一年能完成约

5000 件鱼皮画作品，年销

售额在 500 万元左右。”

徐毳说，除了每年接待

大量游客外，工作室

还 举 办 青 少 年 研

学班，讲授非遗

文化、教学员

动 手 制 作

鱼皮画。

线上线下融合带来新机遇

梁

婧

陶 寺 遗 址 的 千 年 积

淀、天龙山佛首的前世今

生、榫卯结构的鸟尊积木、

精湛的推光漆器技艺⋯⋯

点击进入第五届山西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云上文

博会）VR 展厅，山西省特

有的文化遗产一下子“活”

了起来，给观众在新春佳

节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近几年，受疫情等多

种因素影响，旅游业线上

服务发展迅速。互联网技

术和数字经济改变了旅游

产业的产品类型、服务方

式、信息接收和传达方式、

营销渠道等，给整个行业

带来了深刻变化。随着疫

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

我国线上文旅乃至整个行

业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线上与线下的消费边

界将逐渐模糊。以数字内

容为核心的数字文旅新消

费快速发展，文旅产业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呈现加速趋势。线上的文

旅产品浏览订购服务具有

高效、便捷等优势，但线下

文旅服务的体验仍难以取

代。数字文旅新业态、新

体验、新消费将成为文旅

业发展重点之一，它们将

进一步发挥科技及产业融

合优势，不断推动文旅供

应链重构，拓展新型文旅

消费空间，引领体验消费、

智能消费等消费新热点新

模式。线上线下合作并非

简单结合，而是整个环节

的衔接，需要协调线上线

下两方面的资源，合理分配双方利益。在进行线上

线下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人力资本，加快平

台基础设施建设，磨合互联网与传统旅游业的业务

体系、管理体系、采购分销体系等，还需要管理团队

再造、企业文化重塑。

打通线上线下助推文旅融合发展，首先需要认

识到文化是重要保障，通过拓展旅游文化内涵，创新

旅游发展路径，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价值，为旅游产

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活力。

其次要增强科技应用和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培

育新业态新动能。数字技术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推动文旅产业体系的重塑，通过壮大数字化人才

队伍来激发传统文化创新，让优秀文化资源重新获

得活力，从而实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最后要实现文化与旅游公共服务的融合。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可以优势互补，助推文旅产业发展。

运用新媒体营销，形成网民打卡参与传播热潮，进一

步推动文旅产业复苏。实现文化与旅游公共服务融

合，加大公共文化和旅游设施的建设，适应近年来井

喷式增长的个人游、自助游发展趋势，破解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后的文旅产业，未来可期。

宁夏贺兰山——

冰瀑带热古岩画
本报记者 拓兆兵

黛青色的贺兰山，潺潺泉水从山谷内流出，经

寒冬冰霜的洗礼，形成了天然的冰瀑。灿烂阳光

下，冰瀑、岩画与叠嶂奇峰形成了古文化与大自然

交相辉映的奇异美景，人们在这里打卡拍照、戏

耍，欢笑声烘托出欢乐的年味儿⋯⋯

“最近，景区每天游客都有上千人，最多时超

过 2000 人，火爆程度超出预期。估计春节期间人

会更多！”银川贺兰山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市场部副部长李文婧说。

贺兰山岩画景区拥有史前历史文化资源及丰

富的自然资源，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中华文化溯源地、国际岩画峰会永久

会址。“高冷”的岩画平时游客不多，然而在这个冬

季该景区成了贺兰山所有景区中最为火爆的。这

得益于该景区通过崭新的视角，深度挖掘贺兰山

岩画冬季“冰雪与山峰”相契合的旅游亮点，塑造

景区冬季体验类旅游新形象。

“我们深入贯彻‘保护为主、加强管理、挖掘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方

针，坚持‘雄浑贺兰、千古岩画、艺术宝库、休闲胜

地’发展定位，深化岩画价值挖掘阐释，以冰瀑项

目为切入口，探索一年四季皆宜旅游的新模式。”

贺兰山岩画管理处主任胡志平介绍。

记者看到，除了天然的冰景、冰瀑外，该景区

还结合景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及独特的奇峰造型，

在山沟里人工浇筑了冰景，打造了听山耳语等项

目，举办“观冰景赏冰瀑”观赏打卡活动、“FUN 肆

趣玩 嗨翻冬日”冰峰嘉年华、“造趣艺术 上色

暖冬”岩乐派研学冬令营、“冬日岩画 定格光影”

贺兰山岩画冰峰摄影展等主题活动。

寒冷的天气挡不住游客的热情，冰瀑的神奇

和岩画的神秘不仅吸引了本地游人，也吸引了附

近省份的游客。39 岁的杜磊专门和妻女驱车 100

多公里从内蒙古乌海市来岩画景区看冰瀑。“冰瀑

很美很有趣，年轻人愿意看、愿意玩儿。如果单纯

是冰瀑，估计景区不会这么火，因为西北的冰瀑并

不鲜见。但在岩画这样神秘的古文化 IP 沉浸式场

景中，冰瀑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打卡拍照的珍贵

意义就显现出来了。”杜磊说。

用 冰 瀑 燃 爆 岩 画 ，景 区 找 准 了 文 旅 融 合 的

“燃爆点”，通过发展冰雪+文旅新业态、新项目，

积极推动珍贵文物走进群众。借着红火劲儿，该

景区还采取文旅+特色农业的模式，进一步搞活

冬季文旅市场，举办了贺兰山冬季山货文化节等

活动，利用景区的客流与平台，为贺兰山沿线乡

镇的特色农产品搭建新销售平台，让藏在深山里

的好物、产自农田里的特产因旅游的赋能而声名

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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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查干湖冬捕

现场。 （视觉中国）

查干湖渔猎文化博物馆外景查干湖渔猎文化博物馆外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洪超马洪超摄摄

本届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节上的冬捕冻鱼鱼墙本届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节上的冬捕冻鱼鱼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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