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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漂亮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雾凇！”8
月的吉林，气候依旧炎热，在吉林市北山四

季越野滑雪场，来自北京的刘女士一边忙着

拍照，一边大呼神奇。

吉 林 市 亦 称“ 江 城 ”，每 到 冬 天 ，城 区

四五十公里长的松花江段经冬不冻，寒江

雪 柳 ，还 会 形 成 雾 凇 奇 观 。 现 如 今 ，利 用

科技手段，人们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美丽的

雾凇。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位于吉林市船营

区，是国家级越野滑雪基地。这里常有专业

运动员进行训练，也有滑雪爱好者和游客来

体验冰雪乐趣。暑气未消，记者却穿上羽绒

服，进入雪场，坐上雪爬犁，仿佛一秒穿越。

雪场里，坐雪圈、观冰雕、赏雾凇，大人小孩

都开心不已。“滑雪场是利用原有人防工程

改扩建而成，总面积 2 万多平方米，雪道全

长 1308 米，四季恒温零下 6 摄氏度。”滑雪场

运营部部长徐鸿博介绍。

雪场内的“雾凇实验室”再现寒江雪柳，

晶莹剔透。记者不禁感叹，这雾凇简直像真

的一样。“这里就是真冰、真雪、真雾凇。”徐

鸿博介绍，吉林市的气象工作者在松花江边

设置了监测站，把气候环境等数据转移到室

内。“这里和江边雾凇的区别只在于室内的

不会落。”徐鸿博说。

置身暑期的滑雪场，人们能体验到的冬

日快乐还不只是滑雪和观雾凇。在吉林市北

大湖滑雪场，冬日里滑雪发烧友们飞驰的雪

道，如今成了“花道”，各色鲜花从山下一路热

烈地开上去。四望青山，云雾缭绕，微风细雨

中，满是青草香——8月的北大湖滑雪场，是

梦幻般的清凉胜境。

华灯初上，走在松花江畔，人群熙熙攘

攘，浓浓的幸福感扑面而来，暑热在江边一波

波涌来的清凉江风中渐渐消解。吉林市冰雪

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杜介绍，如今，滑雪场

的山间步道、山地滑车、卡丁车、露营、房车营

地等休闲项目相继开放，一年四季都能为游

客提供高品质的旅游体验。

利用科技手段，吉林滑雪场打造真冰、真雪、

真雾凇——

营造梦幻般的清凉胜境
本报记者 孟海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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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你会想

到什么？“冬奥之城”“冰雪胜地”的印象早已

深入人心，人们往往会将崇礼与冬季紧密联

系在一起，其实暑期的崇礼也独具魅力。

暑期来崇礼如何感受滑雪的乐趣？万

龙滑雪场的旱雪乐园便是不错的选择。旱

雪即为没有水分的“雪”。一种厚约数厘米

的金属加塑料组合成的特殊地面构成了“雪

面”，可以让滑雪者使用与滑真雪相同的雪

板与技巧完成滑雪动作。据了解，在常温

下，旱雪的表面润滑效果可以接近真雪的

90%，这给“超级发烧友”带来了不受季节限

制的滑雪体验。

除了滑雪，暑期的崇礼还有多种玩法。

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内，来自北京的游客王

倩在“雪如意”看完展览后，便直奔不远处的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体验越野穿越项目。位

于 国 家 冬 季 两 项 中 心 的 越 野 滑 雪 赛 道 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赛道，也是冬季两项

国家队和各省队日常训练的赛道。“雪季过

后，依托越野滑雪赛道的起伏，我们将之改

造设计成了一条越野路线，面向公众开放。”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运营经理李增明介绍。

坐缆车登顶，然后骑着山地自行车从山

顶疾驰而下。在度假区的富龙四季小镇内，

复杂多变的地形、沿途满目的绿色让天津游

客严俊臣兴奋不已。“骑行中有大型的 S 弯

道和陡坡墙，经过这些复杂地形俯冲向下的

感觉特别刺激。”严俊臣是一名山地自行车

爱好者。3 年前，他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崇

礼尝试骑行后，便爱上了这项户外运动项

目。此后，他每年都要自驾来到这里体验一

番。“每次来崇礼，我都要待上一周，除了骑

行外，还会徒步，换一个视角欣赏这些山林

的风景。”严俊臣说。

崇礼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71.53%，享有

“天然氧吧”之称。“崇礼既是冰雪胜地，也是

避暑胜地。”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

副局长韩晓玉介绍，目前崇礼冰雪旅游度假

区内进入四季运营的雪场共有 7 个，各雪场

在提升改造原有雪道基础上，重新规划设计

山地自行车赛道和徒步路线，同时还打造了

水上乐园、亲子乐园等项目供游客选择。“从

今年 5 月到目前，崇礼区共接待游客 172.43
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 13.89 亿元。”韩

晓玉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挖掘冬奥文

化、长城文化、民俗文化等，拓展研学、休闲、

户外等体文旅融合产业，做好四季文章。”

依托专业赛道，河北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

拓展研学、休闲、户外——

换个视角领略冬奥之城
本报记者 邵玉姿

“以前只知道冬天去滑雪场，这回暑期

从外地回新疆探亲还有点遗憾呢，结果家里

亲戚说如今的滑雪场四季都好玩。”位于新

疆乌鲁木齐的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内，来自

成都的游客廖云正喝着茶远眺博格达峰，还

计划带孩子来一场丛林穿越。

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品牌中心经理庄

红介绍，现在度假区已经实现了四季运营，

暑期设有观光和娱乐项目，游客可以乘坐观

光缆车穿越雪岭云杉，在不同海拔高度体验

悬崖秋千、高空吊桥、高空溜索、山地卡丁车

等项目，滑雪场有了新鲜玩法。

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位于被称为乌鲁

木齐后花园的南山，冬暖夏凉，哪怕是在一

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平均气温也仅有二十

几摄氏度。“早晚都得穿外套不说，要是乘

坐缆车上到最高海拔 3200 米的山顶，大中

午都会觉得有点凉，在那里俯瞰峡谷，满眼

都是绿色。”庄红介绍，度假区内还打造了

房车营地、露天营地，加上酒店和民宿等，

可以提供 300 多间房间，能同时容纳六七

百人。

对于专业滑雪爱好者来说，丝绸之路山

地度假区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度假区跳台

训练基地，几名滑雪爱好者滑得起劲。跳台

训练基地的滑道，是由旱雪毯铺就的。近看

旱雪毯，是一根根整齐排列的细小圆柱，头

顶一个小圆球，表面采用了一种自带润滑特

性的工程塑料，经改性后成型。另外，旱雪

毯表面的圆球，是以圆弧面接触滑雪板，保

证了旱雪表面与滑雪板的最小接触面积，增

加了滑行时的润滑度。当滑雪者摔倒时，这

个圆球也能最大程度保护滑雪者。

基地负责人李寿乾介绍，此外还有蹦床

可以用来训练，“雪友可以练习空中动作的

熟练度，练旋转、空翻之类的动作。”滑雪爱

好者刘鑫表示，滑雪运动需要坚持训练，保

持状态，冬天没练完的动作在这里还可以继

续练，提高自己的跳台能力，也让四季滑雪

成为现实。

设置丰富项目，新疆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

融合训练、观光、娱乐——

为滑雪场带来新鲜玩法
本报记者 李亚楠

今年末伏为 8 月 14 日至 23 日，超长 40 天伏天

进入尾声。末伏余热未消，很多地区仍处在闷热

气候中，只有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才能享受清

凉。那么，在没有空调等制冷设施的年代，人们是

如何利用建筑中通风和散热的设计来营造良好的

人居环境的呢？由天井组成的建筑组合与空间连

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建筑学中，天井是指中国传统合院式民居

中建筑单体之间或者建筑与围墙之间所围成的院

落。它是建筑群中室外过渡空间，有利于民居的

遮阳、避暑和通风。“天井”作为一种建筑空间形

态，最早出现于何时，已无实迹可考。

不同地域的中国传统民居，天井具有不同的特

点。在徽州传统民居中，以三合院的天井为基本型

进行组合形成整个建筑组群，天井的面宽大于进深，

组合方式灵活多样；而关中民居则以四合院的天井

为基本型，天井的进深大于面宽，组合方式通常为进

深方向形成多进院落，也有水平方向扩展。

还有许多地区由于各自的地域特点，也形成

了丰富的天井类型。例如，川渝地区因地形高差

形成了“一通天”天井；闽南五间张大厝为了加强自

然通风而形成“五梅花”天井的多天井模式；此外，

还有圆弧形等多种形状的天井。

不论形态如何，天井都可避免过量太阳辐射

进入天井周围的建筑室内。太阳能直接照射到建

筑内部的地方就是天井底部，当太阳照射一段时

间后，天井底部的表面温度升高，通过长波辐射换

热和对流换热，接近地面的空气温度随之升高，于

是热空气上升，形成热压通风。根据该原理，建筑

越高，越有利于热压通风。

与天井相连的建筑空间包括厅堂、过厅或者

敞厅、廊道与楼梯间、夹层空间等，能够形成水平

与垂直的通风。位于中轴线上的厅堂是建筑内最

重要的功能空间，往往面积较大，层高较高，形态

方正。厅堂面向天井的一面通常是敞开的，与天

井相连，采光、通风性能都比较好。连廊或者走道

等廊道空间具有水平交通功能，廊道空间对于建

筑整体有遮阳作用，楼梯间形成垂直交通功能，产

生垂直通风效果，对主要房间具有热缓冲作用。

在一层和二层之间增设的夹层作为储物层，本用

于放置粮食、农具等物件，但客观上就形成了一个

空气间层，也起到了隔热作用。它们共同组成了

一个降温防潮的自然通风系统和避暑区域。

（作者为北京建筑大学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

研究员，本报记者施芳采访整理）

图④：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中国馆地下

一层展厅的天井景观。 曹 琦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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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深深中的一方洞天
肖 东

俯冲疾驰的雪道变身奋力

向上的攀岩赛道，白雪皑皑的高

山雪场变身郁郁葱葱的露营基

地，而当夜晚的灯光与音乐一同

上场，这里又将成为举办盛大音

乐节的最佳场地……一段时间

以来，各地滑雪场打破季节约

束，实现四季运营，以丰富的旅

游产品和业态，为人们户外休闲

提供新选择。

事实上，四季运营是一个世

界性的滑雪产业话题。对于过

去“靠天吃饭”的滑雪场而言，传

统“一季养三季”的做法难以在

短期内实现盈利。因此，滑雪场

如何在非雪季吸引游客，解决资

源闲置、营收增长缓慢等问题，

是转型的关键所在。

从当前的转型路径看，大多

数滑雪场选择利用山地资源进

行避暑项目开发。雪季结束后

不久，北京郊区的多家滑雪场又

再度以“避暑胜地”的形象与游

客见面——怀北滑雪场的高山

密林漂流、高山滑雪中心的滑车

速降等，都是京郊避暑休闲的

“金字招牌”。有机构统计，我国

避暑旅游及相关市场规模已达

1.2万亿元至 1.5万亿元，巨大的

市场潜力助推“凉资源”变“热产

业”，将非雪季的空窗期转化为

生态旅游的黄金期。

当然，滑雪场要想实现从

“一季火”到“四季热”，并非避暑

休闲一条路，绝不能盯着几款同

质化项目一哄而上；更重要的是

要综合考虑市场因素、自身条件

等，实现因地制宜，走差异化、多

元化的发展新路子。

不 久 前 ，“2024 京 张 雪 如

意‘童·声’艺术节”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开幕，集合了实景演出、沉浸游戏、艺术展览、民俗美食等

近 20 项文化活动的艺术节，让“雪如意”在暑期也能焕发

别样魅力。而在吉林省吉林市，当地瞄准城市 IP，将热

火朝天的“锅包肉大赛”纳入冰雪美食节的范畴，贯穿全

年、持续出新的文旅活动助推冰雪旅游四季长红。

我国冰雪旅游之所以能获得数亿人的青睐，主要在于

其产业升级的本质。无论是创新场景，还是优化服务，只

有通过不断提升供给能力、优化供给机制，才能从更深层

次挖掘消费潜能，将滑雪胜地的“一季流量”转化为“四季

留量”，更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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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近日近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某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某室内室内

滑雪场滑雪场，，小朋友小朋友正在玩雪正在玩雪。。

孙凯芳孙凯芳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②②：：暑期暑期，，滑雪运动员在吉林省吉林滑雪运动员在吉林省吉林

市市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训练。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供图

图图③③：：小朋友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小朋友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

区富龙四季小镇的泵道上区富龙四季小镇的泵道上骑行骑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邵玉姿邵玉姿摄摄

坐缆车登顶坐缆车登顶，，骑着山地自行车从雪道疾驰而下骑着山地自行车从雪道疾驰而下；；在滑雪基地在滑雪基地，，穿上羽绒服感受穿上羽绒服感受

零下零下 66摄氏度的冬季摄氏度的冬季；；登上旱雪毯登上旱雪毯，，苦练旋转苦练旋转、、空翻空翻，，让四季滑雪成为现实……今让四季滑雪成为现实……今

年暑期年暑期，，除了水上乐园除了水上乐园、、海滨度假等传统避暑玩法海滨度假等传统避暑玩法，，一些游客和滑雪爱好者前往各一些游客和滑雪爱好者前往各

大滑雪场寻觅凉爽大滑雪场寻觅凉爽。。随着我国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随着我国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各地滑雪场积极探索从滑雪各地滑雪场积极探索从滑雪

产业向户外运动休闲产业延伸产业向户外运动休闲产业延伸，，从雪季运营向全年拓展从雪季运营向全年拓展。。暑期的滑雪胜地有哪些暑期的滑雪胜地有哪些

吸引游客的亮点吸引游客的亮点？？与雪季时的玩法又有什么差异与雪季时的玩法又有什么差异？？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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