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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入寻常百姓家

冰雪是大自然的馈赠，冰雪文化、冰雪
旅游已融入人们休闲娱乐、强身健体的日常
所需，成为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选项。

《报告》 显示：人们对冰雪旅游振兴的
信心已恢复，82%的消费者有意愿进行短距
离冰雪休闲旅游活动，有53%以上的消费者
会选择维持往年消费水平或者增加预算。疫
情防控和消费升级倒逼冰雪旅游市场需求结
构加速变迁，周边化、亲子家庭化、智能化、定
制化、品质化、散客化和无接触需求成为主
流。从客源构成来看，本地区游客占比近
60%，冰雪旅游本地化特征显著，参加冰雪旅
游的方式主要是与亲友结伴同行。从旅行时
间来看，冰雪旅游通常是中短期旅游，选择2
至3天出游时长的游客最多。从冰雪旅游花
费的构成来看，住宿花费最大，其次为交通、游
览门票、购物、饮食、娱乐和其他消费，游客住
宿主要选择经济型品牌酒店和精品民宿。

玩冰雪正在成为百姓冬季的时尚新民
俗。冰雪文化的氛围已形成，冬天玩冰雪
已成为时尚的生活方式，被压抑的国内旅
游需求会延续冰雪游的增长态势，比如崇
礼、吉林、亚布力、哈尔滨等热门区域将
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今冬冰雪旅游的价格
普遍下降，游客可享受到更多实惠。

在游客需求驱动和高品质冰雪旅游供
给刺激下，预计 2020-2021 冰雪季中国冰雪
休闲旅游人次将达到 2.3 亿人次，冰雪休闲
旅游收入超过3900亿元，冰雪旅游红利将惠
及更多中老年人、青少年、低收入群体等。

拉动经济新动能

冰雪冷资源变成旅游热经济，在全国冰
雪资源最丰富的东北、内蒙古、新疆、青海等
地，冰雪旅游产业最为集中，发展也最好。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副司长宋奇慧表

示，冰雪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业态，对促
进境外消费回流，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全
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冰雪旅游成为冬季消费的新动能，在
冬季，冰雪旅游对城市消费拉动作用很突
出。一些传统冰雪旅游目的地已进入全国
旅游榜单前列。值得关注的是，南方冰雪
休闲娱乐与北方冰天雪地均有巨大的市
场。随着冰雪设施和冰雪场所的增加，广
州、昆明、成都、重庆等南方传统的冰雪
游客源地已变成冰雪游目的地。

冰雪旅游持续成为投资热点。据不完全
统计，2018-2020年3年间，中国冰雪旅游投资
总规模超过9000亿元,其中2018-2019年约为
6100亿元，2020年吸收重资产项目投资额约
3000亿元，保持住了稳定增长趋势，疫情并未
打断冰雪旅游重资产项目投资的总体进程。

目前，中国冰雪旅游正从体制完善走向
机制构建。国家层面出台的涉及冰雪旅游的
政策超过14项，内容涉及到冰雪消费、国民健
康、冰雪运动、旅游等，河北、黑龙江、吉林、北
京等省市出台了22项涉及冰雪旅游的产业政
策。《报告》建议，未来要加快冰雪政策的集成
创新，推动行业从政策红利向市场红利转变。

求创新前景可期

冰雪旅游是现代产业，更是当代生活。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今天，冰雪旅游不只是去雪地滑
雪那么简单，而是让国民领略文化之美，增
强文化自信，在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当地文
脉的基础上，培育一批文化底蕴深厚、文化
特色鲜明的冰雪旅游目的地、冰雪旅游线路
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冰雪旅游产品。

年轻人正在创造面向未来的冰雪文化，
从2021年元旦假期冰雪旅游市场数据来看，
年轻人喜欢新潮时尚的事物，推动了高山滑
雪、雪地摩托、冰上越野、雪中摇滚、无人机、
灯光秀等冰雪游新项目发展。

冰雪旅游发展到新阶段，不能只靠传
统资源，必须导入新要素新动能，才能够
满足新需求。宋奇慧表示，要深入挖掘本
地特色的冰雪文化，做足冰雪文章，避免
同质化，包括冰雕、雪雕、冰雪小镇的设
计，将冬奥文化、非遗文化、民俗文化注
入冰雪旅游中，并推出以冰雪为主题的省
级和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

《报告》显示，中国冰雪旅游开始从注重
市场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更广
泛游客参与、更多产品创新和更高的品质提
升成为新时期冰雪旅游发展的重点。未来，
冰雪旅游将朝着大众化、现代化、品质化、产
业链化、标准化、全域化、国际化等方向发
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平衡冰雪旅游开
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开发具有中国文化内
涵的冰雪旅游产品，大大提升冰雪旅游的便
利性，通过大力推进冰雪旅游的数字化和数
字冰雪的产业化提升冰雪旅游的现代化程
度，推动冰雪旅游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局面。

雪后的济南是那么美。2020 年末，泉城开
始降雪，雪花纷飞。一夜降雪，清晨醒来，济
南一片银装素裹。趵突泉，云雾润蒸，似置身
仙境。老舍先生在 《济南的冬天》 里这样描述
济南的冬：“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纷纷扬扬
的雪花，给趵突泉的一草一木，覆盖上了毛茸
茸的大衣。

冬日，氤氲的水雾，伴随纷纷扬扬的白
雪，映衬碧绿池水。古朴与白雪写成了雪中的
童话。雪后的大明湖，杨柳轻抚，碧水如盘，
北岸白墙黛瓦，宛若一幅水墨。走进它，仿佛
徜徉在梦的世界。湖在画中，画在景里。一层
厚厚的白雪，让大明湖更富诗意。一眼望去，
静谧安详。当雪花缓缓飘落，飘过垂柳亭榭，
雪中的大明湖别有风韵，亭台楼阁，披上雪的
大衣，唯美又大气。雪后的大明湖，不论哪个
视角，都是一幅绝美的山水。

雪后的护城河，纯净唯美，让人留恋。那
水，不但不结冰，反倒在绿藻上冒着点点热
气。雪天儿越靓，这里的水藻越绿。就凭这些
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河中，升腾着或

淡或浓的雾霭，真如山水画般……
这场雪，也让高山岭野里的喜寒动物们分

外开心。洋洋洒洒的雪花，把济南野生动物世
界装裹成一个森林的世界。雪地里的金虎、雪
虎们嬉戏打闹，肆意地宣泄心中向往美景的情
绪。熊猫在雪中灵敏地爬上爬下，寻找着奶爸
奶妈精心准备的美味“点心”。金丝猴、黑熊、
猎豹、牦牛等二百余种大小动物都沉浸在这个
森林世界中，酣畅淋漓地玩耍，尽情享受这个
冬天的馈赠。

一夜春风来，万树梨花开。经过一夜的降
雪，济南国际鲜花港白雪皑皑，在寒风中显得
分外妖娆，景区一片银装素裹……

跑马岭，是济南人家门口的“雪乡”，这里
气温低，储雪长。每年冬天，济南初雪多会从
这里开始。虽然这是今冬济南市区迎来的第一
场雪，但在跑马岭，这已是第六场降雪了。雪
后的跑马岭，漫山遍野披了一层白白的衣裳。
今冬的跑马岭打造了山东省内第一家雪乡主题
度假区。墙外挂满了红灯笼、红辣椒、黄玉米，房
顶上满是积雪，游客在冰雪童话主题乐园、雪地
越野区、精灵与神兽、梅花鹿和它的朋友们等
主题区尽情享受冰雪的魅力……

这个冬天就在济南家门口体验“雪乡”吧。

日前，记者走进浙江绍兴
市上虞区，领略“诗源东山，
文化上虞”的独特魅力。

上虞中心城区，美丽的
母亲河曹娥江穿城而过，该
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向
北注入杭州湾。上虞是越窑
青瓷的发源地，作为中国最
早的成熟瓷器，越窑青瓷被
称为“母亲瓷”。“舜避丹朱
至此，作陶灶制陶”是关于
上虞陶瓷生产的最早记载。
上虞制瓷业自东汉始，一直
延续到北宋，从未间断。唐
朝陆龟蒙曾诗赞：“九秋风露
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2011 年，上虞越窑青瓷
烧制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小仙坛窑址、凤凰山窑址
群是全国文保单位。上虞从
2014 年 起 创 建 瓷 源 文 化 小
镇，小镇的凤凰山考古遗址公
园、艺术引领区一期已投入使
用。小镇着力打造全国瓷文化
传播新高地，创建国家级研学
旅行营地。

多年来，梁祝传说在上虞
演绎。上虞丰惠镇是中国四大
民间传说之一“梁山伯与祝英
台”故事的发生地。越剧《梁
山伯与祝英台》作为梁祝文化
艺术高峰的代表作，其第一句
就点明“上虞县，祝家庄，玉
水 河 滨 ， 有 一 个 祝 英 台 ”。
2006 年，上虞被正式命名为
中国英台之乡，梁祝传说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上 虞 历 史 悠 久 ，名 人 汇
聚。作为中华文明始祖之一的
虞舜，就出生在上虞曹娥江畔
的虹蛘村，被后世尊为“明德始
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

“上虞”“百官”之名便源于虞
舜，“舜会百官”造就了上虞历
史上第一次名人大聚会。

“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
名山入剡中。”千余年前，李
白写就 《秋下荆门》，寻访东
山。这座令诗仙念念不忘的山
正位于上虞，东晋宰相谢安曾
长期隐居于此，并与兰亭王羲
之、新昌支遁、余姚许洵及居
于东山下的孙绰等名士唱和雅
聚。这里逐渐成为东晋之后的
历代文人墨客仰慕朝圣的“东
山雅聚”之地。

而南朝宋时的谢灵运、谢
惠连多次相聚东山游吟唱和，

又使之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发源
地，成为唐诗之路上风流人物
的“心之所向”。据考证，与
李白同时期的前后400余位唐
代诗人，下江南，入钱塘，沿
运河，溯娥江，游历浙东山
水，寻访名士风流，共计留下
1500 余首诗词，终于荟萃成
一条独特的“浙东唐诗之路”。

春晖中学矗立在白马湖
畔，夏丏尊、朱自清、朱光
潜、丰子恺等先后奔赴白马湖
畔，一时名师云集，气象万

千，“春晖集贤”造就了上虞
历史上第三次名人大聚会，创
造了上虞近代文化史上的高光
时刻。

2006 年初冬，国内 13 位
著名学者专程探访“浙东唐诗
之路”，他们表示，谢安是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他的侄孙谢灵运是“中国山水
诗的鼻祖”。专家们提出，“上
虞不仅是‘浙东唐诗之路’的
重要驿站，更是‘浙东唐诗之
路’的源头”。今天，上虞正
在加快推进大东山景区的开发
建设，全力打造“浙东唐诗之
路”上的名山圣地。

2013 年 底 撤 市 设 区 之
后，上虞正式成为绍兴市主城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上虞区紧扣建设“创新之区、
品质之城”的总体定位，将高
端制造实体经济作为上虞经济
主体的同时，着力培育以新材
料、现代医药、高端装备制造
为重点的八大超500亿元级产
业集群。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
发区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以智能
制造为发展方向，重点发展
工业机器人、汽车关键零部
件等，加快高端装备集聚化
和规模化发展，目前已拥有
多个创新平台。

同时，数字经济也成为赋
能上虞创新发展的活力源泉。
上虞e游小镇作为当前浙江重
点打造的122个省级特色小镇
之一，主要培育数字游戏、数
字动漫、数字影视等产业，目
前已累计投资超 50 亿元，聚
集了各类泛娱乐企业 497 家，
引进了中国美院游戏艺术研究
院、人民文创园等一批高端配
套项目，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数
字游戏产业链和充满活力的数
字文创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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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旅游时代，冰雪已

不再是老百姓要躲避的冷资

源，而是人们美好生活的新向

往，冰雪旅游已走入中国寻常

百姓家，成为冬季消费的新时

尚。2021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

坛近日举办，期间中国旅游研

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

展报告2021》指出：2021年是北

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冰雪

旅游已成为践行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理念，推动3亿人上冰

雪的示范产业。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上虞访古问今
本报记者 陈劲松文/图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哈工大随动机器人。

链接链接：：本次论坛评出的特色榜单本次论坛评出的特色榜单

20212021年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年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哈尔哈尔
滨滨、、张家口张家口、、沈阳沈阳、、吉林吉林、、长春长春、、乌乌
鲁木齐鲁木齐、、呼伦贝尔呼伦贝尔、、阿勒泰阿勒泰、、牡丹牡丹
江江、、黑河黑河

十大冰雪经典十大冰雪经典：：大雪时节采头大雪时节采头
冰冰、、松江赏雾凇松江赏雾凇、、元宵围火滚冰元宵围火滚冰、、断断
桥赏残雪桥赏残雪、、冰雪那达慕冰雪那达慕、、冰灯游园冰灯游园
会会、、什刹海溜冰什刹海溜冰、、查干湖冬捕查干湖冬捕、、雪山雪山
下泡温泉下泡温泉、、毛皮板滑雪毛皮板滑雪

十大冰雪时尚十大冰雪时尚：：漠河找北漠河找北、、冰雪冰雪
光影秀光影秀、、雪乡跳雪坑雪乡跳雪坑、、寒地极限自寒地极限自
驾驾、、雪地摇滚雪地摇滚、、北极熊酒店北极熊酒店、、冰川卡冰川卡
若拉若拉、、深坑悬浮雪世界深坑悬浮雪世界、、雪国列车雪国列车、、
禾木冰雪摄影禾木冰雪摄影

冬日璀璨夜色

入冬以来，湖南省凤凰古城景区持续推进旅游环境提质升级工程，夜幕下的古城美轮美
奂，尽展“夜凤凰”的独特魅力。 张术杰摄 （人民视觉）

走进黑龙江省雪乡景区，雪蘑菇、雪房子、雪桌子、雪栏杆呈现在游客眼前。夜幕降
临，白雪在五彩灯光的照耀下宛如童话世界。 邝伟楠摄

玩转冰雪 乐游吉林 本报记者祝大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