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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冰雪旅游资源丰富，越来越
火热的冬季旅游也催生了一大批冰雪
旅游热点目的地。各地充分利用本地
区的特点，放大优势，做出特色，让
冰雪不再单一，让冬季旅游精彩纷呈。

黑龙江：
经典地区新玩法

去黑龙江玩雪已经成为冬季旅游
经典。有“黑龙江雪乡”之称的双峰
林场日前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大规模的
旅游团队，2000多名游客来到雪乡，
打雪仗、唱红歌，陶醉于雪的世界。

旅游爱好者梅小珂比较雪乡与吉
林的长白山，她说：“长白山可以泡温
泉、看天池，还可以滑雪。但是雪乡

重在玩雪、赏雪，这里有雪地徒步穿
越，还可以体验特色住宿。雪乡降雪
量是全国第一，这么大的降雪量更适
合赏雪、拍景。”

今年11月到明年1月期间，黑龙
江将举办哈尔滨冰雪节、镜泊湖冬捕
节和漠河冬至节等特色节庆活动，设
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牡丹江镜泊湖
等5个直播地点，让网民也能欣赏到
冬季的哈尔滨。除此之外，黑龙江还
计划在今冬举办至少 116 项冰雪运
动、文化、摄影等活动。

黑龙江省旅游委副主任侯伟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冬季冰雪旅游，
已经成为黑龙江省旅游业最具核心竞
争力的拳头产品，冰雪旅游与文化、
时尚、体育、健康等多项产业融合

展，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甘肃和新疆：
丝路带动大发展

甘肃和新疆位于“丝绸之路经济
带”，丰富的冰雪资源和厚重的历史沉
淀，让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形成的人文
与自然景观在“丝绸之路”和谐并存。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南宇
介绍说：“甘新地区的发展具有多元性
和多民族性，冰雪文化产业以地域文
化和艺术文化为基础，形成了独具一
格的冰雪自然景观。”

南宇认为，冰雪是新疆的一大优
势资源。她以北疆为例：“北疆地区特
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为发展具有新
疆特色的冰雪旅游提供了保障。冰雪
体育旅游主要集中在北疆，北疆有乌
鲁木齐市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阿勒
泰市将军山滑雪场等具有代表性的滑
雪场。”

毫无疑问，“丝绸之路”的国际知
名度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而甘新两省
的国际冰雪旅游，应该立足“一带一
路”中长期旅游发展目标，着力培育
甘新—南疆线丝绸之路冰雪文化旅游
带，重点依托国内冰雪研究机构和主
要交通干线，打造精品冰雪旅游线路。

内蒙古：
民族风情是关键

“冰雪在北方具有普遍性，东北、

华北、西北都不缺冰雪，理论上都具
备开展冰雪旅游的条件，但内蒙古的
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是独有的。”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王玉海教授
说：“内蒙古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旅游
的特点就是淡旺季明显。长期以来，
人们将内蒙古旅游等同于草原旅游，
而草原旅游的最佳季节就是夏季，最

多3个月。这直接导致了内蒙古旅游
旺季一票难求、淡季门可罗雀的状
况。”

要改变现状，内蒙古应做好冰雪
旅游大文章。王玉海建议，要重点挖
掘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冬季生产
和生活方式、民俗和游憩方式，将其
开发和转化成为旅游产品。一方面要
把原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化成旅
游产品，另一方面要把历史上曾经存
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习俗挖掘出来，
将其活化为旅游产品。

他建议：“可以大力发展‘冰
雪+’，如冰雪+民族风情，冰雪+温
泉，冰雪+节庆，冰雪+渔猎等。这样
可以使冰雪旅游丰富起来，突破滑
雪、玩冰的传统方式，把冬季的内蒙
古真正打造成冰雪的乐园。”

冰雪旅游目前成了破解内蒙古冬
季旅游困境的主打产品和重点发展方
向。呼伦贝尔市连续多年推出了与蒙
古族风情相结合的冰雪那达慕，与鄂
温克、达斡尔族风情相结合的驯鹿冰
雪旅游节、冬捕节，与鄂伦春、俄罗

斯风情相结合的冰雪童话节、冰雪圣
诞旅游节等。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 12 月至今
年 3 月，仅呼伦贝尔市就接待游客
212.69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62.91
亿元。内蒙古旅游局推出的“冰雪
天路”，从乌兰浩特起至海拉尔、额
尔古纳等地区和城市，全程 1000 多
公里，是一项冬季自驾旅游线路品
牌。这条线路的推出标志着内蒙古
旅游在冰雪旅游和冬季自驾方面，
更加突出差异化、更加注重市场需
求、更加注重内蒙古旅游产业结构
的全面升级。

河北：
冬奥带来新契机

旅行摄影师马健走过很多地方，
张家口的冬天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张家口的地域很广，景观也很
丰富。我也走过东北的雪，包括黑龙
江雪乡和内蒙古达里诺尔湖等。我认
为张家口的冬季旅游主要优势在雪和
民俗，冰并不是张家口的特点。我印
象最深刻的当属冬雪桦皮岭和蔚县民
俗‘打树花。’”

马健说他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冬奥会的申办成功，给张家口带来了
巨大旅游拉动。“来自北京和天津的自
驾游旅客，对于张家口的冰雪风光很
是热情。很多是短期度假，2-3天的
京津自驾游。”

申冬奥成功在张家口掀起了一场
冰雪盛宴，河北省欲开拓“春赏百
花、夏游草原、秋观桦叶、冬戏冰
雪”四季旅游产品 。张家口已建成
的滑雪场多是功能齐全、各具特
色，有的已经承办过国际冰雪运动
赛事。同时，泡关外第一泉、走草
原天路、品绿色健康农家饭，这些
特色活动都与冰雪项目相得益彰。
同时，河北省推出了很多优惠项
目，进一步吸引游客来冀，比如今
年崇礼区的雪场相继推出优惠，全
国23岁以下在校大学生每天200个免
费名额以及身高 1.5 米以下儿童免费
滑雪的政策。

本文配图来自百度

在北京下第一场雪的前两天，鸟巢

就“下雪了”。11月19日，“2016年沸雪

北京世界单板滑雪赛与敢爱现场音乐

会”隆重举行，一年一度的鸟巢特色冰

雪游拉开了大幕。2008年后，鸟巢一直

“没闲着”，奥运后旅游开展得有声有

色，承接各种赛事和大型演出，今年冬

天更是把音乐会和滑雪结合在一起，让

乐手的声音伴随着滑雪板点燃这白色

季节的热情。鸟巢的冰雪旅游从开始

起，就深深打着它自己独有的烙印，那

就是运动与激情。

记得冰雪游刚开始在中国火热起

来的时候，各地都在搞滑雪场，而滑雪

场和滑雪场之间简直是一个模子复制

的：除了三级赛道以及规制不能变更

外，连休息站竟然都惊人地相似，一水

儿的欧式小木屋，一水儿的木制平台，

一水儿的木桌木椅，一水儿的“异国风

情”。有些滑雪发烧友开玩笑说，全国

滑雪场应该统一打广告，因为长得都一

样。

当时冰雪游的种类也非常贫乏，除

了滑雪滑冰，就是逛冰灯了。哈尔滨搞

冰灯，内蒙古、新疆也搞，而且各地的冰

灯又极其相似，不是西游记唐僧师徒，

就是西瓜白菜什么的，看了一处就不用

看别处了。

刚开始，游客对于小木屋的异国风

情和冰灯的晶莹剔透还有兴趣，但慢慢

地随着单调和乏味的趋同之风渐渐飘

散，人们的游兴也飘散在白色的世界

里。市场的微妙变化，导致了部分嗅觉

灵敏的从业者营销策略的变化，差异、

精准这些概念渐渐成为竞争的“利器”。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不同地

域、民俗、文化、历史背景和时间节点，

进行精准的分析策划、统筹布局、分工

合作，这样的做法在如今的“冰雪行业”相当盛行。大致有如下

几个特征：

首先，文化让“冰雪不同”，我曾在呼和浩特的一个滑雪场

里见到一座蒙古包形状的休息站，而休息站里竟然有蒙古靴样

式的雪鞋。文化可以分解成各种各样的元素，渗透到每个环节

当中去。

其次，事件让“冰雪不同”。比如前面说的鸟巢的特色冰雪

游，还有张家口推出的冬奥冰雪游。

再次是游客让“冰雪不同”。有些地方针对不同游客有不

同的策划，这种策划带有小众性特点。

随着市场精准定位的出现，差异化的层级也越来越深入，

不再单单表现在地域上了。同一地域不同的景点，同一单位不

同的景点，冰雪之旅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貌。去年在呼和浩

特的大召庙会上，一场“怀旧滑冰”活动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冰

车、冰锥、挂线手套那些能唤起“50后”、“60后”、“70后”回忆的

物事出现在“80后”、“90后”、“00后”的眼前。

差异化让冰雪游市场变得异彩纷呈。不过，还要看到，

今天依然有很多趋同化的现象存在，这是成本、思维和部分

人的需求造成的。而且一些披着差异化和个性化“外衣”的

趋同化现象也屡见不

鲜，比如生硬地为一些

项目上加上当地元素，

为了差异而差异，这样

的做法不足取。

多彩雪景 特色体验

差异化让冰雪旅游更精彩
赵 珊 孙璟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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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赵珊）由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
游饭店业协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金牌旅游小吃
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办。北京的天兴居炒肝、天
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的石家庄红星包子、山西
的林记头脑、上海的南翔鲜肉小笼、江苏的东台
鱼汤面、浙江的东山鱼丸、福建的同利肉燕、山
东的武大郎炊饼、河南的萧记三鲜烩面、广东的
化州拖罗饼、四川的赖汤圆和云南的过桥米线等
200个中国旅游小吃摘得“金牌”。

本次评选旨在“贯彻落实国家旅游局515战
略，弘扬中华饮食文化，深入挖掘民间传统名
吃，打造特色餐饮品牌”，是中国旅游餐饮行业展
示其品质与特色的良好契机，可有效地提升旅游
餐饮品牌的知名度，促进中国旅游餐饮行业的健
康发展。

本着宁缺毋滥、优中选优，兼顾地域特色和
代表性的原则，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饭店业
协会、中国烹饪协会联合邀请了烹饪餐饮业、饭
店业、旅游院校等业界专家评委，评选出200个中
国金牌旅游小吃，彰显了地域性、文化性、安全
性、稳定性、大众化、效益高、口碑好等特点。

200种美食上榜

首届“中国金牌旅游小吃”揭晓
本报电（王建军、宋伟）张家

界市政府与湖南省煤田地质局
日前签订旅游地质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通过旅游与地质的系
统性研究和实践，全面升级安全
游，开辟了国内山岳形景区为游
客搭建地质“防护墙”之先河。

张家界是中国首批世界自然
遗产、世界首批世质公园所在地，
境内集中了峰林、峡谷、溶洞、温
泉、湖泊、溪流、原始森林等旅游
资源，是世界罕见的旅游资源富
集之地，拥有张家界地貌、喀斯特
地貌、丹霞地貌等多种地质地
貌。张家界市委常委罗智斌介绍
说，张家界建设全域旅游基地，项
目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在景区安
全、防患地质灾害、旅游开发、配
套设施建设等方面，都亟须地质
技术服务的支撑。

负责推进此项工作的张家
界市副市长欧阳斌介绍说，张家
界属于山岳型为主的景区，有极
少次数的景区地质灾害发生。
张家界与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的
合作，核心是多项措施保障游客
安全，再筑游客安全的“防护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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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孙鑫）在日前举办的2016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上，作为中国文化旅游的领军企业，华侨城集团向海内外展
示了近年提出的“文化+旅游+城镇化”等创新发展模式。今
年5-11月，华侨城签约投资近5000亿元，引领新型城镇化建
设和全域旅游开发，备受行业瞩目。

截至目前，华侨城已在广东、四川等地签约众多城镇化
项目，包括深圳甘坑新镇、成都安仁古镇、天回古镇、黄龙
溪古镇、深圳大鹏所城、凤凰古城、光明小镇等，为当地输
入创意、资本和管理，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并致力于保护当
地传统文化。

华侨城深入云南、海南等旅游大省，通过产业投资、智
慧输出、公共服务提升等多种方式，介入当地全域旅游开
发。通过与云南世博旅游、云南文投、云南城投3家地方国资
平台合作，华侨城将参与梳理云南省大量优质旅游资源。

与此同时，华侨城近年还加速推进轻资产业务，新近成
立的华侨城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操盘轻资产业
务，致力于培育“点、线、网、面”的全域旅游共生链，让
旅游、旅居、旅学融入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

华侨城创新旅游发展模式

张家界地貌奇观

旅游漫笔

冷冰雪 热旅游②

冬季内蒙古

冬季河北

冬季黑龙江

冬季甘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