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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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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徒步、露营、溯溪、滑雪、马拉松……
如今，户外运动成了不少人休闲放松的重要选择，
且种类越来越丰富。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户外用
品行业市场规模超 1900 亿元；截至 2023 年一季度
末，相关企业达20.4万家，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户外运动产业为何这么火？表面上看，随着
“泛户外”概念的兴起，原来少数人的极限探险变为
一种新型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日趋轻量化、大众
化，不断“破圈”。更深层次看，户外产业是一种体
验经济，它的火热背后，是消费者对三种“和谐”
体验的需要。

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百万年前，人类就在
大自然中生活，天为盖、地为席、花草为友；现代
社会，人们虽然栖身于钢筋水泥的“丛林”，但崇尚
自然仍是本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重返户外，
其实是另一种“回家”。在户外，可以在天然氧吧中
吐故纳新，小到一花一叶、大至浩瀚星辰，都可以
感受其中的生息奥秘，“诗与远方”有了更为生动具
体的展现。

其次是人与人的和谐。今天，户外运动已经不
只是一种运动，更是时下年轻人流行的交际方式之
一。三两知己于湖面上泛舟，一家三口在山野间共
游，一群伙伴在篝火边欢笑……在种种社交场景
中，个人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在自然空间里，
人们共筑了一个温馨的情感空间，在互动中感受着
不断涌动的情感。

最后是人与自身的和谐。户外是纯天然的“良
药”：文学大家朱自清漫步在夜晚的荷塘月色中，感
受到了一种超然物外的自由；“户外达人”海明威则
酷爱在河畔露营垂钓，于休闲中感受到一种充盈的
专注感。可见，在大自然里，人们常常能感受到灵
魂的自主与身心的自由。这正应了那句话，“江山风
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不过，户外运动带来的和谐体验中，偶尔也夹
杂着不和谐的杂音。有些是不文明行为：部分游
客乱丢垃圾、践踏草坪，破坏了自然环境。有些
则 是 行 业 问 题 ： 少 数 徒 步 团 缺 乏 资 质 、 管 理 混
乱，部分商品价格虚高、质量欠佳等。基于这些
乱象，不少人也给“户外热”泼了盆冷水：如果
不能走上正轨，“户外热”会不会只是一阵风，来
去皆匆匆？

其实，对于一个行业来说，“野蛮生长”阶段免
不了有乱象出现。但增长红利期过后，行业能否扛
过低端淘汰、提质换挡的阵痛，才是从“网红”转
向“长红”的关键。未来，中国户外产业还需从高
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

2023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等 5
部门印发 《促进户外运动设施建设与服务提升行动
方案 （2023—2025年）》，提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原则，引导道路、水电、排污等设施向露
营场地延伸，提升户外运动服务供给质量。产业发
展也有了新的进步，许多国产户外企业已从代工、
贴牌转向自有品牌经营，不断推出“户外+”新玩
法。户外运动与研学、旅游、康养、影视、节庆会
展等相结合，产业链条进一步延长。

根据预测，2025 年，中国户外运动产业总规
模有望达 3 万亿元。户外就像一座桥梁，一面连
着“绿山青山”，一面连着“金山银山”。随着中
国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户外产业的蛋糕将
越做越大，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需求。

在户外运动中感受和谐之美
吴雪聪

脱贫群众持续增收，一看产
业，二看就业。随着不少地区种
植结构趋于稳定，优势产业相对
固定，促就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
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经过各地
区各部门积极培育，全国不少地
方涌现出一批富有地域特色、行
业特征和技能特点的劳务品牌，
在促就业、惠民生、助发展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促就
业同样要因地制宜。一些地方部
分脱贫群众年纪偏大、不识字，

普通话讲不太好，很难通过短期
培训掌握高技能岗位要求，但厨
师、建筑工等能就近就业的职业
同样可以让群众增收。在云南怒
江，部分易地搬迁群众通过技能
培训，开起了农家乐、当上了建
筑工，日子越过越红火。

有 的 地 方 具 备 优 势 产 业 基
础，当地群众本就有一技之长，
有针对性开展相关培训，有助于
群众掌握更高水平的就业技能，
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
在云南大理，结合特色产业，当

地精心培育“巍山乡厨”“剑川木
雕工匠”“鹤庆银匠”等劳务品
牌，因地制宜开展就业培训，提
升了不同县域整体劳动力的技能
水平，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是
促进就业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
有益探索。

当 下 ， 劳 务 经 济 发 展 已 进
入品牌经营时代。如何进一步
打造劳务品牌，值得各方认真
探索。建设劳务品牌是一项系
统工程、长期工程，必须从注
重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这
需要围绕增加品牌数量、提高
品牌质量、发挥品牌效益，持
续建立健全促进机制和支持体
系 ， 推 进 劳 务 品 牌 标 准 化 建
设，不断提高劳务品牌技能含
量，让劳务品牌知名度、认可
度和美誉度得到持续提升。

本报大理电 （杨文明、臧
潇）“巍山乡厨”近年来品牌价值
不断提升，据统计，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内
餐饮、小吃行业从业人员 6506人，
年营业收入4.44亿元；巍山县人在
县外从事餐饮业从业人员 3620
人，年营业收入 6.61 亿元。一个劳
务品牌，解决就业超万人，年营业
收入超11亿元。

近年来，大理州持续打造劳
务品牌，通过充分挖掘利用州内
各地非遗传承、特色产业、就业
规模和培训优势等资源，培育了一
批叫得响、增收快的劳务品牌，并
将其转化为就业创业名片、地方产
业名片和城市发展名片。

其中，包括以剑川县“中国
木雕艺术之乡”、鹤庆县“千年银
都”的优势产业为基础，打造的

“剑川木雕工匠”“鹤庆银匠”2个
劳务品牌，与“巍山乡厨”在全
国百强劳务品牌展中脱颖而出。
同时结合奶牛牧场、宾川水果、
诺邓火腿、洱源梅果等特色产
业，培育了“大理云上牧工”“宾
果新农人”“云龙诺邓火腿巧匠”

“洱源梅果人”等具有产业优势和
劳务规模的初创品牌，实现劳务
品牌 12县 （市） 全覆盖，呈现出
各具特色的劳务品牌发展格局。
目前，大理州 18个劳务品牌直接
从业人员达30.12万人，间接带动
就业60.84万人，从业人员务工收
入 95.6 亿元，劳务品牌经济规模
达335.66亿元。

【事件】

劳 务 品 牌 助 增 收

【短评】

就业成品牌 品牌带就业
杨文明



边城记

走出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大厅，寒冷
像一个不期而遇的老友，给每个初来乍到的人来了一个
结结实实的“熊抱”。呵出的一口浓浓雾气，成为与这个
东北边城的初遇。

机场门前，巨大的猛犸象雕塑向天空高举长鼻，开
阔的广场在皑皑白雪中，仿佛抹去了时间的痕迹。广场
前，我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大姐系着一条鲜红的
围巾，火一样地把我迎上了车。

“老妹儿，冷吧，进车就热乎啦。”大姐的招呼和车
里的暖意将我团团围住。来到冰天雪地的满洲里，严寒
与热烈，这巨大的反差感，比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
强烈。

口 岸

从西郊国际机场，到满洲里国门景区，乘车只需 10
余分钟。

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茫茫雪地、身后的机场大
厅、不远处的铁路、眼前笔直的马路……这个公路、铁
路、航空三位一体国际口岸的城市轮廓，在我的眼前缓
缓铺展开来。

全国最大陆路口岸，中俄贸易最大的通商口岸，欧
亚第一大陆桥的战略节点——满洲里承担着中俄贸易65%
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被誉为“东亚之窗”。

当我站在国门前，这些宏观的描述变成种种具象，
涌入我的视野：辽阔的平原，雄伟的中国国门，不远处
印着俄语的俄罗斯国门，时不时从国门下穿过的满载集
装箱的中欧班列……这座 2008年修建的第五代国门，如
今既是中欧班列出入境的重要通道，也是满洲里旅游的
特色景点。

寒风如刃，生生地刮在人脸上。在这里，更能感受
到，岁月的风霜是如何雕刻满洲里这座有着鲜红底色的
边关锁钥——

国门一侧，百余年间、四代国门的模型在风雪中伫
立：从最初的一根木杆、一座木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钢架结构国门，再到如今总长约 105 米、高约 44 米的
巍峨国门。蜕变的背后，是满洲里作为国家边境交通枢
纽城市的百年发展史。

满洲里原名“霍尔津布拉克”，在蒙古语中意为
“旺盛的泉水”。清代属黑龙江将军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
管辖区。

1901 年，中东铁路西部线建成后在这里建立火车
站。因为这是从俄国进入中国东北地区 （当时惯称“满
洲”） 的首站，俄语将这里称作“满洲里亚”，满洲里因
此得名。

革命战争时期，满洲里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
络的红色通道。1928年，71名中共六大代表从满洲里出
境，抵达莫斯科参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洲里作为中国主要外贸
通道，为全国经济建设提供有力支持。1992 年，满洲里
被批准为中国首批沿边开放城市。2012 年，满洲里被列
为首批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如今，往来不息的中欧班列从满洲里出入境，成为
连接起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大动脉。在满洲
里站货运车间集装箱场区，印着全球各大物流公司标识
的集装箱整齐码放，龙门吊将集装箱缓缓吊起、稳稳放
下。中国发往欧洲多国的汽车、电子配件、大型机械，
俄罗斯运往中国各地的板材、化肥、粮食，填满去程和
返程的集装箱。

根据最新统计，2023 年全年，满洲里铁路口岸通行
中欧班列 5001 列，首次突破 5000 列大关；班列通行量、
货物运送量连续10年增长。自2013年满洲里口岸开行首
列中欧班列至今，累计运行2.3万余列，占全国开行总量
的1/3左右。目前，经满洲里出入境的中欧班列线路达57
条，往来欧洲10余个国家。

“最高气温 41.0℃，最低气温-44.9℃，跨越 80℃的
‘警色’。”在国门旁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墙上，标

语醒目。切身感受这句话的含义，我只用了几秒：当我
脱掉手套、举起手机拍照，列车“自觉”入镜，我裸露
在空气中的双手立马冻僵。

哪怕风雪严寒，依然繁忙如常。这就是满洲里口岸。

来 往

距离国门不远，满洲里森富国际物流园区果蔬仓储
库的平地上，一辆辆货运汽车停在仓库门前，等待搬运
工人用各色水果将它的“肚子”填饱。走进果蔬仓储
库，在阵阵果香中，我遇到了“迎来送往”的金凯泰果
蔬国际贸易公司经理韩安聪。

发往后贝加尔斯克的胡萝卜，运到赤塔的陕西苹
果……韩安聪在果蔬仓储库门口指导着来往工人，将各
色果蔬打包、搬运、清点、封箱。

“天气越冷，生意越是红火。”韩安聪说。

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 1 月，是中国果蔬对俄出口旺
季。尤其是菠萝、柠檬、柑橘、芒果、猕猴桃等热带、
亚热带水果，备受俄罗斯消费者喜爱。来自全国各地的
水果、蔬菜在这里集散，源源不断地经货运汽车发往俄
罗斯各地的超市和农贸市场，送上当地民众的餐桌。

“公司每个月发出 100多辆货车，近的到赤塔，远的
到莫斯科，生意做熟了，客户线上下单，我们随时安排
发货，老方便了。”韩安聪操着一口东北话。

北邻俄罗斯，西连蒙古国，中国、俄罗斯、蒙古国
三国的经贸“神经”在这里交汇，编织出一张纤细又广
阔的网络，赋予满洲里得天独厚的经贸条件。果蔬仓库
的一车苹果，特产超市的一袋糖果，百货商场的一批衣
物，都能在满洲里实现“跨国旅行”。

对于满洲里口岸国际大酒店“口岸商行”超市老板
李刚来说，中国、蒙古国、俄罗斯游客的喜好就是他的
商机。在 10平方米左右的超市里，中心位置整齐摆放着

最热销的酒品，各色各样的套娃文创、水果糖、望远镜
挤满货架。酒水各种价位都有，糖果可以免费试吃，各
种商品零售或批发都行。

周末的傍晚到深夜是店里最忙的时候，李刚热情地
用蒙古语招呼顾客进店看看，也非常乐意见缝插针地和
我聊聊。

“中国游客爱买套娃，蒙古国游客爱买酒和糖果，俄
罗斯游客来了也爱去套娃广场玩……我们夏天给中国游
客提供包车游服务，冬天经营超市，主要面向蒙古国和
俄罗斯游客，一年到头忙得停不下来。”对于满洲里的中
外游客，李刚有着不同的待客之道。

2023年前10月，满洲里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03.5万人
次，同比 2019 年增长 2.58%。2023 年 10 月，满洲里口岸
全面恢复中俄互免团体旅游签证业务。在满洲里街头，
遇到俄罗斯和蒙古国的游客是件寻常事，即便隆冬时节
也不例外。

2023 年 12 月 23 日，“悦享冰雪三国·寻旅梦幻边城”
中国·满洲里第二十一届中俄蒙国际冰雪节开幕。“城中
雪原”主题冰雪园、直播大会、摄影展、冰球赛、足球
赛、冰上项目测试赛、中俄蒙美食展示……这项自 1999
年以来举办多次的冰雪狂欢创新不断，吸引着来自中国
其他地方以及俄罗斯、蒙古国等国的游客。

在满洲里，冰天雪地中自有热络来往。

近 邻

“满洲里的夜景老漂亮了，真让人稀罕。”下午 4时，
这座近北纬 50°的边城天色渐渐暗下来。站在满洲里市
中心的街头，我想起出租车司机大姐的热情推荐。

满洲里的夜，是我从当地人那里问来的满洲里特色。
酒店、饭店、超市、特产商店、花店……二道街

上，各色店铺都有俄语或蒙古语的招牌，街道上用俄
语、蒙古语播放的广告此起彼伏。

来到一家特产商店，我还没进门，就见两个男人讲
着不同的语言，“拉扯”着一个行李箱。说蒙古语的男人
拽着箱子刚到马路上，操东北话的男人又把他“扯”回
屋内。

跟着他们进店，我才发现，说东北话的是店主，讲
蒙古语的是游客。游客正在为买行李箱砍价——拎着行
李箱嚷嚷着汉语数字，店主按着计算器，时不时讲出两
个蒙古语词汇，一人拉着行李箱要走、一人拽住行李箱
不放，手脚并用，同行的蒙古国游客也帮着砍价，小店
里一时喧闹起来。

买卖终于落定，店主送走游客，冲我感叹：“蒙古国
人真能侃啊。”他说，和蒙古国游客做生意，这样的情况
常有，“这在满洲里不稀奇”。

而在二道街中心位置的满洲里口岸国际大酒店，即
便到了晚上 10时，依然灯火通明、人群拥挤。每周五晚
上，会有数以千计的蒙古国游客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乘大巴来到这里，度过一个周末。

酒店大堂，蒙古国游客其木格和妻子苏毕力格身穿
精美的蒙古族传统服饰，在熙攘的人群中特别亮眼。趁
着他们办理入住的间隙，我拉着会蒙古语的当地人做翻
译，和其木格聊起来。

42 岁的其木格在乌兰巴托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店，曾
经在中国与蒙古国接壤的甘其毛都口岸工作，还去过内
蒙古二连浩特。满洲里是其木格到过的第三个中国城
市，和之前来中国工作不同，他这次来是“纯玩”。

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要来满洲里。“身边的朋友好多来
过满洲里，都说好玩。大儿子今年 21岁啦，我们也想着
来这边看看，能不能送孩子来上学……”他说。跨越语
言障碍，其木格特别健谈，临时充当翻译的满洲里小
伙，也忍不住和他多聊几句。

在边城的人来人往里，地域的临近化作情感的亲
近。送孩子读书、带老人看病、到“对面”逛逛街……
当我试图从外国人口中了解满洲里的吸引力，他们的回
答总是出乎意料地平实亲和。

走出酒店，夜已深了。街边的高楼亮起暖色灯光，
俄式建筑特有的尖屋顶在夜色中勾勒出温柔的曲线，纷
纷扬扬的雪花给城市盖上一层薄被。

当满洲里卧进梦乡，熟悉她的人会知道，寒冬深
处，这座东北边城已将她独有的热情和温暖，悄悄安放。

冰火满洲里
本报记者 高 乔

▲ 列车穿过满洲里口岸的中国国门。
本报记者 高 乔摄

▶ 夜幕中，满洲里市中心的高楼亮
起灯光。 本报记者 高 乔摄

◀ 满洲里“城中雪原”主题冰雪园。
李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