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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伦贝尔内蒙古呼伦贝尔——

大 草 原 上 舞 冰 雪大 草 原 上 舞 冰 雪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健健

雪地上的曲棍球竞技表演精彩刺激、篝火

旁的民族民间广场舞热情奔放、冰面上钓鱼爱

好者的垂钓新奇有趣⋯⋯日前，在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举行

的呼伦贝尔市首届冰雪文化运动旅游季暨

2022—2023 年达斡尔冰钓季系列活动开幕式

现场，丰富的冰雪活动吸引了千余名游客参

加。本次冰钓季还将举办主题冰雕展、雪雕

展以及雪地赛马、雪地足球赛等，活动将持续

到 2 月底。

距冰钓现场不远的腾克达斡尔民俗村

内同样热闹非凡：非遗年货节展位上的农特

产品、非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非遗展示区内

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制作技艺⋯⋯

特色尽显

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上演的冰雪

盛宴是呼伦贝尔市冰雪文旅运动产业蓬勃发

展的一个缩影。呼伦贝尔市地处内蒙古自治

区东北部，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漫

长寒冷，平均温度在零下 25 摄氏度左右，年降

雪期长达 7 个月，积雪厚度可达 30 厘米以上，

雪量丰沛、雪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冰雪

资源为冰雪产业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当地

独具特色的冰雪文化、各具魅力的冰雪风情、

交相辉映的冰雪民俗，冬猎、冬捕等传统生活

方式和冰雪娱乐方式更为冰雪产业发展带来

了无限可能。

毗邻东三省冰雪文旅优势区，呼伦贝尔

冬季旅游需要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雪

期长、多民俗和国际化是呼伦贝尔的三大优

势，也是当地旅游部门着力打造的三大特点。

“这段时间我们的旅游订单情况不错，尤

其是这些年当地政府花大力气打造推广冬季

旅游，想方设法促进文旅消费，效果还是很好

的。就像当地重点打造的‘呼伦贝尔号’轻奢

旅游专列，虽然价格不低，但是预订的旅客不

少。”呼伦贝尔易游国际旅行社负责人王晓光

说，呼伦贝尔冬季冰雪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市

场前景可期。据呼伦贝尔冬季旅游数据中心

提供的数据，这段时间“呼伦贝尔冬季旅游”

“呼伦贝尔大雪原”等关键词的搜索量大幅提

升，王晓光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继续加大投

入，扩大宣传，进一步提升呼伦贝尔冬季旅游

的知名度。

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臧著强

介绍，呼伦贝尔冬季旅游具有初雪早、终雪

迟、雪期长、雪量大等特点，尤其是“中国冷

极”根河，一般每年 9 月末降雪，到第二年的

5 月初才开始消融，冰雪期长达 9 个月。同

时，呼伦贝尔历史悠久，民族文化灿烂，48 个

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全国仅有的 3 个少数民

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

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以及国内唯一

的俄罗斯民族乡都在呼伦贝尔。此外，凭借

地处中俄蒙三国交会的独特区位，异国风情

和可开发的跨境游产品成为呼伦贝尔建设国

际化旅游目的地的特色资源。

臧著强说，从去年开始，呼伦贝尔冬季旅

游有意向两头拉长，旅游季由往年的 4 个月延

长至 5 个半月左右。同时针对冬季昼短夜长

的特点，充分开发夜游、夜娱、夜食、夜购等夜

经济，挖掘文化休闲消费潜力，并根据气候合

理谋划活动产品。天天那达慕、达斡尔冰钓、

鄂伦春“伊萨仁”等沉浸式民俗游，挖掘出传统

文化内涵，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节庆体验。此

外，呼伦贝尔还依托相关品牌活动，促进中俄

蒙三国文化旅游交流与发展，积极探索与俄罗

斯、蒙古交流合作的新模式、新举措，展现区域

合作新优势。

高亢悠扬的蒙古族长调、精彩激烈的摔

跤运动、载歌载舞的“巴斯克节”表演⋯⋯连

日来，在呼伦贝尔“六馆一湖”冰雪文旅融合

示范区上演的《非遗中的呼伦贝尔大雪原》成

为当地在春节期间推出的系列旅游产品中的

一个亮点。“演出融入了非遗文化、冰上舞蹈

以及冰上特技等元素，不仅唯美刺激还有深

厚的非遗文化底蕴，此外演出现场还有灯光

秀、冰屋、雪屋、民族服饰展示等，感觉挺好

的。”呼伦贝尔市民杨莉说道。

节目主创方呼伦贝尔之恋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陶贵川说，希望通过唯美冰舞与

非遗文化的深度融合，让文化走出来、传下

去 ，讲 出 来、动 起 来 ，变 得 可 听、可 看、可 感

受。“这场室外零下 30℃的冰上沉浸式演艺是

一场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解锁‘舞台+’的多重

艺术，通过以时代对比的新视角为观众呈现

独特的文化体验。”陶贵川说。

记者了解到，在这片冰雪文旅融合示范

区内，除了《非遗中的呼伦贝尔大雪原》演出，

市民和游客还可以体验寻味·呼伦贝尔大雪

原美食文化展、呼伦贝尔冰雪之约主题文化

展、呼伦贝尔冰雪文化大集、呼伦贝尔冰雪乐

园等众多冰雪文旅项目。

花开多枝

在茫茫的呼伦贝尔大雪原上，让人心动

的不仅是自然景观和民俗风情，还有刺激的

冰雪运动和冬季测试项目。近来十分热闹的

海拉尔区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就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

“我们这里除了休闲娱乐项目，还有汽车

自驾探险、越野训练、品牌汽车测试等特色项

目，市场反馈很不错，这段时间前来参观体验

的游客很多。”海拉尔区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

地负责人胡爱东说，基地将继续秉承“四季旅

游”“旅游+体育”的特色理念，致力于成为集

休闲度假、四季体验于一体的旅游休闲文化

景区，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投入其

中，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牙克石冰峰汽车营地负责人何宏

涛同样对呼伦贝尔冰雪文旅运动产

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何宏涛说，

营地主要提供汽车、摩托车等

运动娱乐以及餐饮等服务，尤

其是冬季项目中的冰上卡丁

车 、雪 地 摩 托 骑 乘 、野 外 越

野、汽车漂移体验等特色项

目备受游客青睐。“此外，结

合 我 们 开 展 的 冬 季 汽 车 测

试项目，引用专业测试场地

冰雪圆环作为亮点，打造冬

季娱乐体验项目。在做好安

全保障工作的基础上，让游客

参与试乘试驾，深入体验了解

汽车冬季测试。”何宏涛说，眼下

前 来 游 玩 体 验 的 大 多 为 周 边 游

客，省外旅行团相对少一些，但他相

信随着文旅业的逐步复苏，肯定会吸

引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牙克石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冬季汽车

测试，从 2012 年开始，中汽研便在牙克石开展

冬季汽车测试。”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

贝尔）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景升说，2022 年至

2023 年冬季测试季已启动，预计会有超过 40

家企业、近 1000 台试验车来到牙克石进行本

次冬季汽车测试。近年来，当地冬季汽车测

试车辆、接待国内外工程师和客户人数、接待

测试车企户数呈现逐年大幅增长态势，仅去

年就接待国内外工程师、客户 18000 余人次，

为当地带来了稳定的客源。

冰面打滑哧溜、冰上抽冰尜、雪地爬

犁⋯⋯在冰天雪地的呼伦贝尔，这些趣味冰

雪活动为广大市民及游客带来了浓浓的冰雪

乐趣。呼伦贝尔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史菊花

说，当地开展的大众冰雪季系列活动中，不仅

注重全民参与、全民健身，更积极配合当地冬

季旅游文化活动，将体育活动、体育赛事融合

到各项旅游活动及旅游线路中，为冬季旅游

活动增加冰雪运动元素。

“呼伦贝尔市将积极打造特色冰雪品牌活

动，坚持开展好呼伦贝尔冰雪日、冰雪那达慕、

冬季英雄会、冷极马拉松等系列活动。鼓励各

地依托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普遍开展具

有本地民俗特色的冰雪特色健身项目，打造具

有各地特色的冰雪活动品牌。”史菊花说。

记者从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

到，春节假期，呼伦贝尔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12.6 万 人 次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7117.35

万元。

“呼伦贝尔已连续 7 年被评为十佳冰雪旅

游城市，举办过 19 届冰雪那达慕、5 届冬季英

雄会、5 届冷极马拉松，呼伦贝尔大雪原品牌

在国内冰雪旅游市场已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

辨识度。”臧著强表示，下一步，呼伦贝尔将充

分挖掘冬季旅游资源价值，持续打造“呼伦贝

尔大雪原”冬季旅游品牌形象，推出“冰雪+运

动”“冰雪+汽车”“冰雪+文化”等一系列特色

产品、精品路线以及相关优惠政策，大力促进

冬季旅游产业发展，提振文旅消费，让“冬季

不冷、淡季不淡”。

“我们要打破‘政府投入、各打天下’的传

统路径依赖，实现政府政策驱动、市场投入主

动、市民游客联动，推动冬季旅游项目常态化、

品牌化发展，让市场成为主体，让游客成为主

角，让经济效益成为主线。”臧著强说。

粤北名城烟火旺
本报记者 张建军

猜灯谜、玩投壶、逛庙会⋯⋯农历正月十

五，广东韶关的周前古村高挂红灯笼、灯火璀

璨，行走于古村中，仿佛置身于古代的元宵

节，身穿汉服、手提花灯前往庙会游玩的市民

络绎不绝，尽情享受、其乐融融。

广东是全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

地之一。今年春节，广东各地人头攒动，街

头景区游人如织，韶关的旅游市场热度持续

上升。

伴随着城市烟火气和浓郁年味，韶关文

旅消费市场释放出强劲活力。日前，记者从

韶关市文广旅体局获悉，据初步统计，春节黄

金周，韶关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150.04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9.2%。其中过夜游客 26.62 万人

次，同比增长 51.55%；旅游收入 8.28 亿元，同

比增长 40.72%。

韶关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厚重的粤北

名城，喜庆、热闹的年味中自然少不了文化元

素。在始兴县，有春节民间艺术巡演和新春

非遗墟市，罗坝舞火龙、澄江青草狮、司前春

牛舞、顿岗龟蚌舞等表演为市民带来了丰富

多彩的传统文化视觉盛宴；在乳源瑶族自治

县，民族博物馆举行了拜盘王仪式，数十名

身着传统瑶族盛装的瑶族师傅们手持长鼓、

铙钹、龙杖等，以瑶族传统祭祀舞蹈——打

幡、串度，共同祭拜瑶族始祖盘王，为新一年

祈福⋯⋯

韶关还举办了“我在韶关过大年”2023

春节系列活动等各类文艺表演、亲子游园、民

俗文化、趣味体验、体育赛事活动超百场，将

节日氛围烘托得愈加浓烈，既弘扬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又集聚了消费的人气。2 月

4 日，在韶关市翁源县文体广场，身着各色演

出服装的游演队伍早早就来到现场为巡游做

准备，不少市民身着传统服饰拍照打卡。随

着一声锣鼓敲响，客家山歌、鹤蚌舞、猫头狮

等非遗节目依次上演，花车、旱船、舞狮齐上

阵，现场热闹非凡，市民们纷纷表达“今年过

年更有年味了”。

为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新活力，韶关推

出了 50 余项文旅优惠政策，丹霞山、珠玑古

巷·梅关古道景区、满堂客家大围等重点景区

实行门票优惠，丽宫温泉、经律论文化旅游小

镇、云天海温泉等特色酒店推出系列优惠套

票，让游客们在秀美山川景色和丰厚历史人

文氛围之间感受浓浓的“岭南年味”。

丹霞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地质

公园，也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广东四大

名山之一。春节假期，韶关丹霞山风景区游

人如织，游客们登山祈福、踏春散心，在世界

自然遗产地迎接兔年新春。作为韶关的“龙

头景区”，丹霞山今年春节假期累计接待游

客超 17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过

年来到韶关，当然要跟老人小孩打卡丹霞

山，欣赏一下美丽的丹霞地貌。”游客周明

欣说。

不仅丹霞山，今年春节假期，韶关市热

点景区的游客集中度均有较大提升，

云门山（含云门寺）、曹溪文化小镇

（含南华寺）、丹霞山、东华山

4 个 头 部 景 区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64.87 万 人 次 ，

占全市接待游客总量的 43.24%。

烟火气在韶关餐饮业升起。络绎不绝的

客流、不断刷新的叫号提示⋯⋯餐饮市场强

劲复苏，各大商圈人流如织、热门餐厅熙熙攘

攘。走进武江区孟洲坝美食一条街，来往的

游客和市民络绎不绝，各摊档挂起创意十足

的招牌和绚丽的氛围灯，各种小吃冒着腾腾

热气、飘着诱人的香气。“春节假期出来吃饭，

等号排队已经成了常态，街头越来越热闹

了 。”刚 在 七 海 里 客 家 菜 用 完 晚 餐 的 曾 婷

婷说。

从住宿企业接待情况看，韶关接待游客

超 9 万人次，平均开房率 57.89%，过夜游客人

数实现爆发式增长，同比增长 51.55%，显著

高于接待游客人次增长率。

人气旺，年味浓，消费热。当前，韶关的

旅游景区、酒店、餐厅、民宿等文旅消费场景

重现人潮涌动的火热场面，韶关的文旅市场

尽显烟火气，喜迎开门红。

优化营商环境助文旅业复苏

李

景

近日，普陀区在上海市首

创《营业性演出许可》全程网

办，企业不再需要线下递交纸

质材料，通过随申办 APP“一网

通办普陀旗舰店”即可完成申

报。全流程网办减少了窗口受

理、辗转委办局的流程，相关部

门核发《行政许可决定书》的时

间 从 原 本 的 10 天 压 缩 到 3 天

左右。

此次普陀区的《营业性演

出许可》全程网办是在新的疫

情防控形势下，地方政府创新

制度供给、盘活文旅市场资源、

助力演出市场复苏的重要探

索，也是上海社会主义国际文

化大都市建设过程中不断优化

市场主体办事流程、优化营商

环境的积极实践，更是全国各

地想方设法提振文旅市场活力

的缩影。

过去 3 年，不仅是国内演

出市场，整个文旅行业都经受

了极大考验。随着疫情防控

政策的优化，需求有效释放，亟

需承接消化。数据显示，春节

假期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同比增

长 23.1%，国 内 旅 游 收 入 同 比

增长 30%，全国营业性演出同

比 增 长 40.92% 。 强 劲 的 文 旅

市场复苏态势对各地文旅部门

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乘势而上

优化营商环境，为文旅企业减

负，提升从业者活跃度，进一步

增强发展信心。

为文旅企业创造更好营商

环境，需要根据各地特色找准

各自旅游市场的特点，找到市场主体的“痛点”，解决文旅

企业急难愁盼的问题。

一方面要降低文旅企业开展各种活动的制度成本。

有关部门要转变执政理念，进一步构建服务型政府，简化

企业办事审批效率，为开展文旅活动提供便利。就以一

般性的演出活动为例，传统的申报流程需要打印各类证

照、行业许可、租赁证明、承诺书等近百页材料去线下办

理，对企业与审核部门双方都造成不小压力。而在上海

普陀转变服务方式、优化申报流程后，线上的申报流程最

多也就 5 到 10 分钟，不仅效率高，而且差错少，为市场主

体提供丰富的演出供给创造了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还要切实缓解文旅企业的经营压力。其

中，“找钱难”一直是文旅企业的难题，即便当前市场复苏

势头良好，但此前的扶持政策与优惠措施也不应过快退

出，要设置缓冲期，循序渐进地将文旅企业引入良性发展

轨道。比如，各地还应坚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增

加旅游业有效信贷投放，对满足一定条件的旅行社、旅游

演艺等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对文

旅业复苏缓慢的地区仍要实施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的措施，为旅行社营造相对宽松的经营环境；对一些旅游

人气还未恢复的地方，也要继续对旅行社“引客入省”给

予奖励，增强企业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在全国文旅市场复苏形势向好的大背景

下，各地需要抢抓文旅市场需求反弹良机，拿出鼓励企业

干事创业、符合市场运行逻辑的实招，创造有利于加速市

场复苏的营商环境，稳固来之不易的积极局面，为市场持

续发展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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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近年来近年来，，呼伦贝尔大力呼伦贝尔大力

发展冰雪文旅运动发展冰雪文旅运动。。

韩韩 冷冷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第九届鄂伦春冰雪第九届鄂伦春冰雪““伊伊

萨仁萨仁””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夏夏 琳琳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①①

②②

韶关市仁化县石塘村双峰寨元宵节活动现场韶关市仁化县石塘村双峰寨元宵节活动现场。。莫非丹莫非丹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