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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借势运动赛事延伸产业链——

冰 雪 经 济 火 出 圈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来一场冰雪运动过新春，成为不少游客

兔年春节里的特别选择。农历正月初三，游

客王晶晶就选择和家人来到湖北宜昌市兴山

县三峡云栖谷国际滑雪场体验滑雪运动，玩

得很开心。王晶晶说：“我们一家人专门过

来，沐浴明媚的阳光，呼吸新鲜的空气，畅享

不一样的春节假期。”

宜昌是长江三峡起始地。近年来，宜昌

借势北京冬奥会与郑渝高铁通车，拓展冰雪

资源，举办冰雪赛事，不断释放冰雪红利，冰

雪经济火出圈。

发展新机遇

1 月 25 日，冬日阳光倾泻而下，三峡云栖

谷国际滑雪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白色的雪

道耀眼刺目，只见一个个红色、黄色、粉色的

身影从中级雪道顶端一路漂亮的 S 弯飞驰而

下，激起纷纷扬扬的雪粉。

从 600 米落差的雪道上驰骋而下，再加上

一个小回转滑，资深雪友陈青梅感叹：“太便

捷了，以前滑雪要自驾 4 个小时去神农架。如

今，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风一样的自由’。”滑

了 3 年的双板，技艺日臻娴熟的她今年打算试

水单板。

去年冬季，兴山县两大滑雪场相继开园

迎客，各种雪地娱乐项目精彩纷呈。“为了吸

引游客，我们推出了 468 元的家庭套餐和 128

元的单人套餐。”三峡云栖谷国际滑雪场总经

理田俊说。

兴山县依托高岚大峡谷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昭君村等景区在全国避暑游市场上占得

一席之地。然而，兴山旅游也存在“冷热不

均”现象。兴山夏季漂流“人山人海”，而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随着气温变

化 ，旅 游 市 场 也 进 入

淡季。

2022 年 6 月，郑渝高铁全线贯通运营，兴

山县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旅游发展也迎来

新机遇。同年 12 月底，兴山昭君国际滑雪场

开业，该滑雪场总投资 5.4 亿元，包含高山滑

雪、越野滑雪、滑雪休闲娱乐及健身活动，是

目前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滑雪场。紧接着，

位于水月寺镇的三峡云栖谷滑雪场开滑。

“兴山县瞄准冰雪经济发展黄金机遇期，

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以冰雪经济撬动假

日经济。”兴山县委书记曹宏伟告诉记者，两

大滑雪场相继营业，不仅丰富了当地康养度

假和运动休闲业态，更让兴山县成为“春赏

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旅游目的地。

除了在云栖谷景区滑雪，兴山还推出了

温泉、火锅、美食等诸多体验游。游客可以在

高岚朝天吼景区品年猪宴，或者在南阳镇泡

温泉。该县为游客打造了沉浸式度假体验一

站式服务。

兴山县只是宜昌发展冰雪经济的一个缩

影。在昭君国际滑雪场和三峡云栖谷国际滑

雪场开业之前，宜昌市已经拥有两家室外滑

雪场和一家室内真冰场。2022 年，五峰国际

滑雪场和百里荒滑雪场接待游客 20.5 万人

次，实现营业收入 2300 万元。

深耕产业链

在宜昌周边，神农架、恩施州、九宫山等

地都有运营成熟的滑雪场。宜昌滑雪场的优

势在哪？

“冰雪市场是块大蛋糕，不可能被一家或

几家雪场垄断。”田俊说。据统计，随着冰雪

产业持续升温，旅游人数逐年增多。目前，全

省冰雪旅游人次为 40 万至 60 万，旅游市场规

模约 10 亿元。

作为新建雪场，云栖谷在“新”字上做足

文章。田俊说，该滑雪

场 设 计 更 人 性

化 ，嬉 雪

区 、住 宿 餐 饮 区 、滑 雪 区 相 对 集 中 ，让 游 客

“出门就滑雪”；设施设备更加完善，260 米长

的初级雪道、360 米长的中级雪道、110 米的

垂 直 落 差 ，给 冰 雪 爱 好 者 带 来 强 烈 的 运 动

体验。

“云栖谷的轧雪车让人造雪最大限度接

近自然雪的品质，雪道更平整，游客滑雪体验

更佳。”运营团队负责人史世恒补充说。

昭君国际滑雪场在规模上叫好又叫座。

该滑雪场瞄准华中地区唯一的“地形公园级”

高山森林雪场，将配套建设 12 条国标雪道及

2 条超长雪圈道。

百里荒景区则提档升级新增嬉雪区。百

里荒旅游公司总经理陈霖告诉记者，这个雪

季，景区提档升级开放嬉雪区，各年龄段都可

以自由“触雪”。与滑雪赛道相比，嬉雪区票

价相对较低，新增雪橇、雪圈、手扶拖拉机、雪

地坦克等多个产品，吸引更多游客。

冰雪产业链不断延伸。目前，宜昌各滑

雪场正尝试发展冬季研学、民宿酒店、温泉、

培训、装备等产业，“冰雪经济”产业版图与潜

力正在不断扩大和释放。

百里荒滑雪场先后围绕“体育+”推出了

“特色营地体验”“草原竞技运动”“户外登山

运动”等体育旅游产品；2021 年年初，中国残

联国家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在五峰国际滑雪

场挂牌，五峰滑雪场被打造成南方冰雪训练

基地及湖北省残疾人冰雪运动体验区、集训

区和示范区。

宜昌市文旅局副局长李生智表示，今年

宜昌将继续充分利用冰雪资源，积极引进冰

雪场馆建设，通过举办滑雪运动赛事，让宜昌

冰雪运动渐成特色，将宜昌打造成华中地区

滑雪首选目的地之一。

带动百业旺

一张张景区“雪票”化身一张张邀请函，

游客们纷至沓来，冰雪“冷资源”带来持续“热

效应”。

“游客一来，我们的生意就非常好。”位于

宜昌夷陵区分乡镇百里荒村委会旁的“山上

人家”民宿负责人闫凤娥用“忙得不可开交”

形容自己的状态。

除了民宿生意，闫凤娥还是百里荒村电

商及快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发起人，她带

领村里 100 多户村民成立家庭农场，在网

上平台销售腊肉、香肠、酱菜等农产品。“一大

早开始接单、打包、发货，到晚上 11 点多躺在

床上才有时间想想第二天的安排。”2022 年年

底，她打造的“百里印象”优质腊肉品牌新鲜

出炉，腊肉礼盒刚上市就被一抢而空。

今年 57 岁的周功菊是兴山县水月寺镇安

桥河村人，那里正是云栖谷景区所在地。说

起云栖谷的开发，她一个劲儿地点赞。“我们

一家 4 口，有 3 人在这里打工。老公在这里开

车拉建材，我在餐厅择菜、洗碗，儿媳也在云

栖谷的奶茶店工作。”周功菊说，自己现在每

天走路 20 多分钟上班，每月有 3000 元工资，

餐厅还提供工作餐，“儿媳之前还专门到神农

架去滑雪，现在出门就是滑雪场，多方便。”

旅游一业兴，带动百业旺。在水月寺镇

安桥河村党支部书记张祖荣看来，云栖谷的

开发不仅给村里带来了产业支撑，更带来了

人气。以前，雪场所在的栗子坪 28 户人家中

只有 1 户修了平房，大家想的是怎么搬出去，

村里没什么青壮年，家里有事，要找个人帮忙

都难。现在景区越来越红火，不少年轻人都

回来了，曾经抛荒的土地也都重新种上了蔬

菜和药材。

景区也“带热”了五峰国际滑雪场的民

宿。今年春节期间，位于滑雪场内的云顶酒店

105 间房间全部被订满。推门即可看见日出、

云海、起伏连绵的远山，让民宿成为滑雪之外

游客追捧的又一乐趣。“许多游客提前制订春

节旅行计划，来此‘极寒跨年’。滑雪场节假日

日接待游客最高超过 1500 人，工作日则每天

达到 500人。”云顶酒店总经理舒成铖说。

雪场酒店爆满，沿途民宿人气也不减。

从五峰县采花乡沿盘山公路向上，顺着国道

一路来到栗子坪村，映入眼帘的是古风雕栏

式门楣。村里，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扑面

而来。“这里有 48 家农家乐、一家生态酒店，可

接待游客 300 余人。”村党支部书记冯美锋说，

该村位置独特，过了沙子垭隧道就是独岭，海

拔较高，旅游资源丰富。过去，民宿只能避暑

康养，冬天基本闲置。现在，村民冬天也有收

入，致富门路更广了。

铁 花 惹 得 游 人 醉
本报记者 余 健

站在内蒙古包钢轨梁厂轧钢二部轧钢区

的走桥上，一条条 40 米长、1300 多摄氏度的

型钢从粗轧机出来，平均每两三分钟就从眼

前经过并进入精轧阶段，热浪迎面袭来，体感

温度瞬间升高⋯⋯

“这里是包钢工业旅游的必打卡点，高峰

的时候每天来参观的游客能达到 600 多人

次，他们对轧钢的过程很感兴趣，看到滚烫的

钢材时都很激动，毕竟以前没有见过。”包钢

轨梁厂轧钢二部轧备区工段长、轧钢工程师

富鹏告诉记者，自己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走桥

上查看轧钢过程中钢材表面的质量，希望通

过参观，让游客对钢铁企业、钢铁工人有更深

入的了解，“不过这个打卡点开放的前提是保

证生产任务完成和游客安全，所以来这里参

观得提前预约联系。”

“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佳话至今流

传，作为国家“一五”时期建成的重要项目之

一，包钢（集团）公司拥有独特的红色基因和

爱国主义教育元素。1954 年建厂以来，几代

包钢人前赴后继，传承着“齐心协力建包钢”

的宝贵精神。作为展示包钢对外形象的重要

窗口，包钢工业旅游景区于 2005 年开始建

设，2006 年成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2016 年，包钢（集团）公司组建内蒙古铁

花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包钢会展

中心、钢铁展厅、工业生产线、蒸汽机车展示

区和包钢 1 号高炉主题广场作为工业旅游

的参观组成，融入几代包钢人艰苦奋斗的感

人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包钢，了解那段红色

历史。

包钢工业旅游景区讲解员刘群告诉记

者，过去工业旅游景区主要用于内部接待参

观，从 2017 年开始才正式对外开放，在主打

草原、沙漠元素的旅游圈里加入了钢铁元素，

受到市场关注。

“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剪彩过的 1 号高炉、

工业生产线以及蒸汽机车等打卡点很受游客

喜欢，累计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之前受疫

情影响，公司为保证正常生产，一度暂停对外

开放。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优化，将陆

续恢复接待参观。”刘群告诉记者，带领游客

参观时，经常能听到他们的惊叹声和尖叫声，

“尤其是看到那种铁花四溢的场景，游客都很

兴奋。”

包头市民邬旭洁就有过这样的体验。“滚

烫的型钢、绚烂的铁花，还有在那个火热年代

建设至今还在运转的 1 号高炉⋯⋯一切都让

人感觉特别震撼。‘齐心协力建包钢’的故事

让人感动，日新月异的钢铁生产工艺让人惊

叹，来了现场才真正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邬旭洁表示，作为包头人，听过不少关

于包钢建设的故事，但是听故事与来现场的

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经过几年的运营，包钢工业旅游景区以

钢铁主题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工业旅游线

路为基础，向研学旅行转型，以打造钢铁·稀

土工业文化主题研学旅行示范基地为目标，

拓展了稀土主题的“神秘的稀土”工业游线

路、“白云鄂博矿山游”工业游线路和啤酒文

化研学旅行 3 条新线路，结合中小学生教材

及包钢科技发展元素编制包钢工业研学旅行

课程，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开展工业研学旅行

重要的旅行目的地。

2022 年 11 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

和旅游部关于确定北京市 751 园区等 53 家单

位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公告》，公布了

53 个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包钢工业旅游

景区榜上有名。

内蒙古铁花文化投资产业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葛彤表示，下一步计划对现有包

钢工业旅游线路进行提档升级改造，深度开

展工业实践教育活动，以讲好“齐心协力建

包钢”故事为主线，深挖红色资源，提炼红色

故事。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基础上，全面展示

“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历史场景和几代

人建设包钢的感人事迹，积极开发相

关 文 创 产 品 、丰 富 游 客 的 工 业 旅

游体验，全力将包钢工业旅游

景 区 打 造 成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最 具 特 色 的 工 业 旅 游

景区。

﹃
信用游

﹄
创新文旅消费

拓兆兵

近日，安徽黄山等景区先后

上线“先游后付”系统，游客可以

0 元预订景区门票、索道票，先游

后付、不用不付，预订后刷身份证

就可以进景区。此举受到了游客

欢迎，被称之为“信用游”。

2021 年 9 月，文化和旅游部

发布《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

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

鼓励和支持文旅企业探索推出以

信用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向信

用状况良好的消费者提供“先用

后付”“先游后付”以及减免押金

等便捷消费服务，形成促进信用

消费的相关政策。从相关风景区

试点情况看，“信用游”值得大力

提倡。

此举有利于构建快捷便利的

旅游方式。在现代社会，人们生

活节奏加快，旅游时也都希望能

够“快旅慢游”，即旅游手续简便，

将时间主要用在深度旅游体验

上。景区上线“先游后付”系统，

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开放的互

联网平台上形成功能化金融业态

为其服务体系数字赋能，游客只

需点点手机即可完成购票、订酒

店等，而且行程的安排更加灵活，

能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

果修改或者取消行程，省掉了付

款、退款等环节，退房的时间也大

为缩短，游客游得轻松舒心。

此举有利于带动“全域旅游”大文旅产业发展。先

旅游、后付款是旅游业的一种创新，试图破解目前游

客、旅行社、目的地间的信任危机，使游客有了更多主

动权，从而倒逼景区和商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通

过旅游联盟等平台，“信用游”通过“信用赋能”可有机

统筹整合文、旅、商等服务体系，并统筹整合某个地区

甚至一个省的旅游资源，有利于形成“全域旅游”模

式。据了解，目前“大黄山”区域安庆市、池州市、宣城

市和黄山市的景区、酒店、文创商品等商家已签约入驻

“黄山旅游官方平台”。

此举有利于信用社会建设。“人无信不立”，信用是

无价之宝，建设信用社会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一

环。因而，众多行业都在大力推行信用建设。这其中，

文旅业涉及千家万户，面广人多，是便于培养公民信用

意识的最佳行业之一。通过发展“信用游”，不但有利

于推动旅游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也易于营造“诚实守

信，一路畅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良好社会氛围。

当前，文旅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各地要聚

焦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新期待，加快推进文旅体制

改革探索，加大数字赋能、信用赋能力度，推进理念融

合、产业融合、服务融合，进一步创新文旅消费模式，培

育新型业态，促进文化旅游消费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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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游客在宜昌百里荒景区体验冰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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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冰雪爱好者在宜昌五峰国际滑雪场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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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五峰国际滑雪场云顶酒店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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