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9 消费消费2021年 1月 27日 星期三

■市场资讯R

本版责编：罗珊珊

■市场漫步R
■消费视窗R

农村消费不仅总
量在稳步增长，质量也
在不断提升。要多措
并举增加有效供给，激
发农村消费市场更大
的发展活力，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提供更加有
力的支撑

冰雪旅游持续升温
滑 雪 、玩 雪 成 为 冬

季休闲的热门之选

天气越冷，冰雪越热！到冰天雪地里欣

赏冰雪风光、在滑雪板上感受冰雪激情、来

冰雪之乡体验冰雪文化……进入冬季，人们

对冰雪的热情再次被点燃。

“作 为 一 名 滑 雪 运 动 爱 好 者 ，我 一 直

期 盼 能 来 新 疆 滑 雪 ，终 于 如 愿 以 偿 。”近

日，在新疆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滑雪爱

好 者 张 勇 说 。 进 入 冰 雪 旅 游 旺 季 ，该 滑

雪 场 根 据 滑 雪 爱 好 者 的 不 同 需 求 ，安 排

滑 雪 教 练 为 游 客 提 供 教 学 指 导 服 务 ，便

于 大 家 学 习 滑 雪 技 巧 、更 好 地 体 验 滑 雪

乐 趣 。 此 外 ，滑 雪 场 还 增 加 了 雪 地 摩 托

车、雪圈等多种休闲游乐设施，为游客提

供一站式滑雪服务。

吉林雾凇、哈尔滨冰雕、川藏雪山日出、

阿勒泰可可托海雪山峡谷、伊春冰雪温泉

……近年来，我国冰雪旅游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态势。美团平台大数据显示，2019年下半

年雪季期间，全国冰雪旅游产品订单额同比

增长 8.29%，订单量同比增长 14.15%。2020
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冰雪旅游实现快速复

苏。进入 2020 年下半年雪季后，全国冰雪

旅游产品订单额和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

13.61%和 23.46%。

2021年初，冰雪旅游持续升温。打开各

大旅游类 APP 的页面，冰雪旅游产品让人应

接不暇。在携程旅游平台，近期用户搜索的

前 24 个热搜词中，有 7 个都和“雪”有关。该

平台与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联

合发布的“中国冰雪地图”，收录了全国各地

1000多个冰雪游项目。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认为，我国冰雪

旅游在规模扩大的同时，还呈现一些新特

征：一是消费内容向多业态扩展，冰雪旅游

与文化旅游、体育旅游等快速融合；二是冰

雪乐园、冰雪世界等旅游项目更受消费者青

睐，“80 后”和“90 后”成为冰雪旅游消费主

力军；三是消费者在选择冰雪旅游目的地

时，更加关注线上评价，对景区服务水平提

出更高要求。马蜂窝旅游网发布的数据显

示，除了东北、内蒙古、新疆等传统冰雪旅游

热门目的地之外，四川、湖南、广东等省份的

冰雪旅游项目也广受关注。

为 推 动 冰 雪 旅 游 健 康 发 展 ，日 前 ，文

化和旅游部、北京冬奥组委、国家体育总

局等发布《关于开展全国冰雪旅游宣传推

广活动的通知》，提出要进一步繁荣和建

设国内冬季冰雪旅游大市场。文化和旅

游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冬季旅游市

场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指导旅

游景区做好清洁消毒和公共卫生，引导游

客科学做好个人防护，同时加强对景区冰

雪游乐设施的安全检查。

“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的潜力仍然很

大 ，释 放 潜 力 的 关 键 在 于 提 升 体 验 。”中

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若

山认为，要从消费者需求角度出发，提升

冰 雪 旅 游 的 服 务 品 质 和 产 品 丰 富 度 ，增

加 冰 雪 旅 游 的 文 化 内 涵 ，让 更 多 消 费 者

在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和 冰 雪 休 闲 中 收 获 满

意，激发冰雪旅游更大的发展动力。

冰雪装备吸引眼球
新 潮 时 尚 、科 技 范

儿十足的产品最抢手

“旧 滑 雪 板 用 了 有 一 段 时 间 了 ，今 年

打算再买一个单板作为新年礼物送给自

己。”北京市海淀区一家互联网公司员工

邵宁滑雪已有 5 年了，从初级道滑上了高

级道，滑雪的装备也在不断升级。从最初

购买滑雪手套、护目镜等小件开始，现在

邵宁已经配置齐全了整套装备。

“对 于 年 轻 人 来 说 ，滑 雪 装 备 不 仅 要

有实力，还要有颜值。”邵宁说，从雪服套

装、头盔到手套、雪镜再到雪靴、雪板，自

己在选购时都很看重是不是够时尚。

滑雪运动火了，带热了滑雪装备产业。

在近日举办的“2021 哈尔滨线上冰雪博览

会”上，各种冰雪设备器材让人耳目一新。在

冰雪服装服饰展区，采用“炽热科技”的面料，

能在短时间内产生超蓄热能力，从而快速提

升温度，让穿着者感觉特别暖和。

“原 以 为 博 览 会 改 为 线 上 ，会 影 响 参

展商参会热情，没想到开幕式当天，浏览

量就达到了 9313 万次。”哈尔滨线上冰雪

博 览 会 项 目 负 责 人 刘 乐 乐 说 ，国 内 外

4380 余 家 企 业 入 驻 参 会 ，共 设 置 冰 雪 设

备 器 材 、冰 雪 服 装 服 饰 、冰 场 雪 场 周 边 、

冰 雕 工 具 、冰 雪 旅 游 、寒 地 食 品 6 个 专 题

展区，截至 1 月 18 日，线上平台交易金额

达 5813 万元。

更加成熟的冰雪装备可以有力推动冰

雪运动发展。造雪机、压雪车、拖牵索道、

高山滑雪运载装备保障设施等设备，有效

解决了自然滑雪条件不足的问题。先进的

制冷系统、保温节能系统以及逐步升级的

场地冰面，提升室内滑雪场适用性，为冰雪

爱好者提供“四季冰雪”的机会。

冰雪装备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

冰雪经济的业态。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等部门近日发布的《中国冰雪经济发展报

告（2020）》显 示 ，目 前 中 国 冰 雪 产 业 总 体

呈现产业融合发展、市场规模和制造企业

稳定发展、场地设施数量和旅游人次快速

增长的趋势，初步形成冰雪旅游、冰雪赛

事、冰雪运动培训、冰雪营销及冰雪装备

五大产业链。

2019 年 6 月，工信部、国家体育总局等

九部门联合印发《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发展

行 动 计 划（2019—2022 年）》，预 计 到 2022
年中国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年销售收入超过

200 亿元，年均增速在 20%以上。该计划提

出，要积极推动建设若干“冰雪运动+冰雪

文化+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器材”的冰雪休

闲旅游综合体，兴建一批复合型冰雪旅游

基地，营造浓郁的冰雪文化氛围，提供完善

的冰雪运动休闲设施，满足大众冰雪消费

需求，促进冰雪装备器材推广应用。

冰雪文化亮点纷呈
在创新与传承中丰

富冰雪文化内涵

每年 12 月末，吉林查干湖冬捕奇观都

会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在冰雪与天色相接

的湖面上，人欢马跃，热火朝天。鼓声、马

铃声、鱼把头的号子声，在查干湖湖面上飘

荡，使寂静的雪野充满活力。

“采集圣火”“查玛舞”……承载着渔民

祖先辛勤劳动、聪明智慧的“查干湖冬捕”，

在创新与传承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冰雪民

俗文化。如今，查干湖冬捕已经成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冰雪文化是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础，对

中国传统冰雪文化的发掘有助于营造良

好的冬奥氛围，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增添文化动力。

“冰 雪 经 济 是 现 代 产 业 ，更 是 当 代 生

活。”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冰雪旅

游不只是去雪地滑雪，而是要让人们领略

冰雪文化之美。做大冰雪经济的文章，就

必须培育一批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特色鲜

明的冰雪目的地、冰雪线路和冰雪产品。

坐 在 小 火 炕 上 ，闭 上 双 眼 休 憩 一 会 ，

便会萌生一种闲适之感；品一品林区特色

菜、听听老林区故事、看看东北二人转，体

验的是原汁原味的当地民俗文化；具有仪

式感的伐木锯木让人一下感受到最地道

的烟火气……黑龙江伊春金山小镇“冰湖

雪村”、丰林县“自在香里”山水田园综合

体、铁力小黑河林场、小兴安岭户外运动

谷等地还原了老林区生产生活方式，让游

客在冰天雪地中体验特色森林文化、民俗

文化和美食文化。

为提高冰雪旅游知名度，黑龙江大兴

安岭塔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建了一支

线上旅游宣传团队，结合当地的优美风光、

冰天雪地、人文特色进行创作，在抖音等平

台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形式进行播放，全网

粉丝达到 66 余万人，播放次数高达 6 亿次，

多条视频播放次数超过 5000 万次。

“只有冰雪融入城市和乡村、融入日常

生活，冰雪文化才是鲜活的。”戴斌说，冰雪

文化是推动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发展的关

键。要以文化为牵引，借助冬奥会契机，推

动冰雪运动和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为冰雪

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

冰雪旅游预订抢手，冰雪装备销售火爆，冰雪文化广受追捧——

冰雪经济热起来
唐志宏 王 珂

核心阅读

以文化为牵引，借助冬
奥会契机，推动冰雪运动和
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
提升冰雪旅游的服务品质和
产品丰富度，让更多消费者
在参与冰雪运动和冰雪休闲
中收获满意，为冰雪经济长
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

本报电 中国报关协会、北京睿库贸易安全及便利化研究中心日

前对 2020 年中国十大海运集装箱口岸营商环境联合开展测评。结果

显示，厦门口岸综合得分位列第一，青岛、宁波分列二、三。北京睿库

贸易安全及便利化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贸易便利

化水平逐年提升。海关等口岸监管服务部门积极作为，持续优化通关

环境，为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提供更多便利。 （杜海涛）

十大海运集装箱口岸营商环境测评结果揭晓

本报电 中国商业联合会近日发布 2021 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

望，这是中国商业联合会连续第十八年发布该报告。报告认为，商贸

流通业及各类商业服务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消费市场发展走

向、市场格局、业态模式、消费认知、消费习惯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2021 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望包括流通产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将进

一步增强、消费品市场将快速增长、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转型加速、生

活服务业数字化平台化将成新趋势等。 （王 珂）

中商联发布 2021 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望

发红包、买年货、送新年礼包……新春佳节将至，不少地方出台了各项暖心政策，让人们

留在就业地安心过新年。

今年春节，商务部多措并举，加强宏观调控，稳定节日消费市场。举办“2021 网上年货

节”，推动采办年货、赶大集等活动“上云”“在线”，引导电商企业开启春节“不打烊”模式，推

出更多定制化、智能化、绿色化、品质化商品和服务；动员连锁超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增加

库存，畅通供货渠道，提高水产品、牛羊肉、鸡肉等产品的上市量；引导餐饮等生活服务企业

提供年夜饭、寿喜宴等餐饮配送服务，满足人民群众节日消费需求。

文娱活动不可少，居家也可赏美景。1 月 20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主办

的“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正式上线。活动推出了与“年文化”相关活动，展

示植根中国丰富独特的文化，让人们在网上感受家乡的味道、过年的味道，营造欢乐喜庆过

大年的浓厚氛围。

浙江宁波市海曙区众多企业积极倡导外来员工留在当地过年。右图为宁波拓铁机械有

限公司职员（左一）正在消费扶贫专区为留在当地过年的员工选购年货。

忻之承 孙 勇摄影报道

就地过大年 温暖有年味
本报记者 罗珊珊

在新疆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滑雪场，滑雪爱好者在体验冰雪运动乐趣。 人民视觉

本报电 参与筹办第三届进博会和 2020 年服贸会，促成进口采

购合同和意向；举办北京车展、青岛啤酒节等活动；建设运行“贸促云

展”平台，在线举办 600 多场展会。2020 年，全国贸促系统持续发力，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近日，2021年全国贸促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

召开。会议指出，2021 年，全国贸促系统要持续加强和改善对企业服

务，帮助企业增加出口、扩大进口，推动营造良好商贸环境，为构建新

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罗珊珊）

贸促系统推动营造良好商贸环境
■消费万花筒R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提

出 ，要 充 分 挖 掘 县 乡 消 费 潜

力 。 近 日 ，商 务 部 等 12 部 门

联 合 印 发《关 于 提 振 大 宗 消

费 重 点 消 费 促 进 释 放 农 村 消

费 潜 力 若 干 措 施 的 通 知》，从

稳 定 和 扩 大 汽 车 消 费 、促 进

家 电 家 具 家 装 消 费 、补 齐 农

村 消 费 短 板 弱 项 等 层 面 推 出

11 项 举 措 ，明 确 了 下 一 步 促

进 大 宗 消 费 和 重 点 消 费 、更

大 释 放 农 村 消 费 潜 力 的 具 体

任 务 。 这 些 举 措 重 点 突 出 ，

针 对 性 强 ，有 利 于 进 一 步 促

进 农 村 消 费 增 长 和 潜 力

释放。

近年来，我国农村消费保

持 较 快 增 速 ，在 整 体 消 费 市

场 中 的 地 位 愈 发 凸 显 。 根 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
年 以 来 ，我 国 乡 村 消 费 市 场

的 平 均 增 速 快 于 城 镇 近 1.2
个 百 分 点 。 2019 年 ，全 国 乡

村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达 到 60332
亿元，增长 9%，比城镇消费品

零 售 额 增 速 高 了 1.1 个 百 分

点 。 2020 年 尽 管 受 到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冲 击 ，但 乡 村 消 费 市

场 表 现 出 较 强 韧 性 ，全 年 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 52862 亿元，

部 分 地 区 增 速 由 负 转 正 ，助

力全国消费稳步复苏。

农 村 消 费 不 仅 总 量 在 稳

步 增 长 ，质 量 也 在 不 断 提 升 ，

表 现 为 明 显 的 升 级 态 势 。 这

些 年 ，农 村 消 费 者 对 于 绿 色 、

智 能 、健 康 类 商 品 的 需 求 越

来 越 大 ，大 屏 幕 智 能 电 视 、大

容 量 保 鲜 冰 箱 、除 菌 空 调 、健

身器材等产品的销量在农村市场不断走高。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农村消费增长的潜力依然很大。一

方面，随着农村流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消费者可以

更加便利地购买到和城市消费者同样的商品，这必然提高人

们的购买意愿，会给农村消费市场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随

着农村消费观念的更新，农村消费需求升级趋势将会提速，

家电、家居、汽车等大件商品的购置和换新需求将带来一轮

新机遇，这些都有望成为农村消费新的增长点。

消 费 是 满 足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的 重 要 方 式 ，扩 大

消 费 也 要 同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品 质 结 合 起 来 。 在 农 村 地 区 ，扩

大 消 费 还 有 不 小 提 升 空 间 。 要 多 措 并 举 拓 宽 农 村 居 民 的 收

入 渠 道 ，让 农 村 消 费 者 的“ 钱 袋 子 ”更 鼓 ，消 费 力 更 强 ；要 下

大力气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规范农村市场秩序，不给假冒伪

劣 、虚 假 宣 传 、价 格 欺 诈 等 违 法 行 为 留 空 子 ，让 农 村 消 费 者

放心“买买买”。更重要的是，还要从供给侧下功夫，通过加

强 县 域 乡 镇 商 贸 设 施 和 到 村 物 流 站 点 建 设 、支 持 建 设 立 足

乡 村 贴 近 农 民 的 生 活 消 费 服 务 综 合 体 等 举 措 ，切 实 增 加 农

村市场的有效供给，在给农村居民美好生活添彩的同时，激

发 农 村 消 费 市 场 更 大 的 发 展 活 力 ，为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提 供

更加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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