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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总是让人有点发怵，不单是
寒冷，更因为它的单调和寂寞；可是，
我的故乡——雪城伊春的冬，却特别
地多情和诱人。我不远千里从南宁赶
回伊春去，只为饱尝故乡的雪味。

飞机在林都机场降落，隔着舷窗
便能看到晨光下苍茫的雪线，满目的
山野裹着白雪，好像世界尽头冷艳的
仙境。我们乘坐中巴车前往目的地

“雪城”度假村。车依山而转，一路的
樟子松、白桦林和冰天雪地，这才是贼
拉拉的美呀！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住地终于到了。这儿的雪怎么这
么大哟，几乎把所有的建筑都淹没
了。雪最深处可以到人的腰部，人行
其中，就像在雪海里游泳，似乎还有一
点猎人的感觉。陪同的老刘说，这里
原先是一处林场，现在改为发展旅
游。大雪在这里是天降的白金、白银，
不仅仅是一种景观，也是土地和山林
的保护神。这里的萝卜、白菜，吃起来
甜丝丝，犹如水果。据说因为雪带来
了大量的微量元素，土质好，种出来的
菜就好，至于林间生长的那些野菜、野
果，就更不用说了。

小镇只有一条街，两旁是一些砖
房和木屋。旅游业在这里一火，一幢
幢民宅变身“小旅馆”。到了这里，所
有的人都忙着拍照。民宅栅栏院前的
那一盏盏红灯笼，吊在白色的雪地里，
真的让人沉醉。我们住的是木刻楞
房，屋里的家具也是清一色的实木，一
进屋，满是木材的幽香。窗外，如佛掌
一般铺开的松枝上，披着厚厚的白雪，
好似一幅国画。

来到这里，不管是否会滑雪，都要
尝试一下在雪地上玩耍的乐趣：堆雪
人、做冰雕、抽冰尜儿、蹬冰滑子。更
好玩的是坐雪爬犁，车老板赶着由马
牵引的爬犁，我们坐在上面，在林间的
雪路上狂奔。过去林区老百姓乘雪爬
犁，是为了运输和出行，而今，则是为
了感受在冰雪上奔驰的欢乐。

翻过一座山，那里有现代化的滑
雪中心。依靠山势，分布着难度各异
的12条雪道。每年12月到来年3月，
大批滑雪发烧友蜂拥而至，很多国内

外职业滑雪选手，也会选择这里作为
训练基地。我们抵达时，服务大厅已
经挤满了客人。专业水准的人早已搭
乘缆车上到山顶，体验在完全开放的
天然野雪中急速下滑的刺激。更多的
人则选择在中级和初级雪道上，带着
孩子一起滑雪。在我看来，那些没入
密林深处的滑雪小径更有吸引力。当
你穿越在遮天蔽日的大森林的空隙
里，兜兜转转，好似闲庭信步；偶尔一
个不小心，扑倒在松软的雪堆中，感觉
不到疼痛，反而有着酣畅的快乐。

藏在大山里的森林餐厅也魅力十
足。抬高的天花板，让整座餐厅拥有
如同剧场一般的宏大视野，两面墙体
被巨型的落地玻璃取代，可以直视餐
厅外面生长了650年之久的原始红松
林。夕阳渐渐躲到山后，凭着积雪的
反射，傍晚的天空竟然出现摄人心魄
的邃蓝，内心感到无比宁静。在这
里，你可以吃到地道的山里菜，鸡是
跑山鸡，猪是溜达猪，绿色、安全，
是它们最好的标签。笨鸡炖榛蘑、排
骨炖豆角、羊肉汆萝卜丝、山野菜丸
子、猴头蘑菇汤……还有正宗的酸菜
炖肉，吃上一口，似乎一下子回到了
我的少年时代。

入夜，天空飘起了大雪。我们去
露天温泉汤池，身体浸在温润的水中，
鼻息间流动的还是冰冷的空气。比鹅
毛还大的雪花，打着旋儿从空中飘下
来，落到头发上，落到脸上，结成浅浅
的冰凌，眼前是一片茫然的雪色。

不逢北国之冬，已经几十年了。
在南方，每年到了冬天，我总要想起大
平台的雾凇，廻龙湾的雪影，汤旺河石
林的鸟唱，上甘岭溪水的夜月，兴安塔
的风声……这种思恋，又常常会寄托
在一些平凡的事物中：憨厚可掬的狗
皮帽子，刚出锅的饺子，让身子暖暖的
热炕头。在外漂泊多年的乡友都有同
感，每当聊起这些，大家都有一种说不
出的亲切感。我懂得，这是故乡伟大
而神奇的力量，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
牢牢吸住一切属于它的人们，不管离
开它多久多远。

题图为雪景。来自网络

人间腾鱼妙，大美查干湖。
查干湖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境内，查干

湖，蒙语为“查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
湖。它是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是吉林省
最大的天然湖泊，被誉为“圣水湖”。查干
湖是科尔沁草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更是
一个渔产富饶的聚宝盆。

查干湖春夏如玉，冬日如银，是造物
主对勤劳的东北人民的无私馈赠，又如丹
青大师妙笔再现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天
外”世界。

最喜夏日，查干湖广袤的湖面如一块
晶莹的翡翠。乘小船，泛舟湖上，飞溅的
水花不时亲吻着你的肌肤。烟波浩渺中，
水鸟在头上盘旋呢喃，让你不由得想到李
商隐“青鸟殷勤为探看”的佳句。船至莲
花区，目之所及，若是杨万里在此，也一
定惊诧于那“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的壮观。阳光下，不时有鱼儿跃
出水面，金光闪闪，置身于此，你会忘了
喧嚣，忘了烦扰，深深喜欢上这圣水湖上
的独特怡然。

“冰湖腾鱼”是吉林八景之一。说起
“冰湖腾鱼”，就不能不亲近冬日查干湖，
不能不一睹查干湖冬捕之胜景。

东方未白，北纬45°的查干湖早晨风冷
气寒，坐上渔猎者的马车或爬犁在查干湖上
前行，如在水晶宫上划过，任风来，任雪飘，
马蹄阵阵，车老板的鞭子声，爬犁和冰面的
摩擦声，融成了一曲特有的音乐。

随着挥舞的鞭子在空中划过的完美弧
线，东方见白。此时，你才发现，这群渔猎者、
这群东北汉子，一个个身着羊皮棉袄、头戴狗
皮帽子，腰上系着红绸，与那银白的世界相得
益彰，脸庞上绽开着祈望丰收的微笑。

随着震天的锣鼓声骤起，祭湖仪式拉开
了帷幕。九名喇嘛诵读经文祈福，之后将酒
洒在装满渔具的马爬犁上，继而双手将红绸
包高高举过头顶，将其投入到冰洞里，所有
的虔诚都随着那一抛，抛进了这方圣水湖，
抛进了今年的收成里。鱼把头用“抄捞子”

在事先凿好的冰洞里捞出“开湖鱼”，蒙古族
少女给渔者们递上奶干、炒米和大碗的壮行
酒。这群东北渔猎汉子，一饮而尽后越上马爬
犁，在鞭炮声和查玛舞的旋律中，驶向圣湖。

查干湖的风，等待这群渔者已有三
季，终于等来了人湖亲近的时刻。渔者到
达冬捕地点后，立刻“各就各位”。冰镩凿
洞、破冰下网。一张大网最长的 320 余丈，
将这巨网下到冰面下，需凿近百个洞，然

后用长长的木杆辅之以铁钩子，在冰下
“穿杆引线”，将网牵引到一个个冰眼。这
是个技术活。没到过查干湖，你很难想象
这一“鸿篇巨作”，很难想象东北汉子还能
如此细腻地完成这么高难精准的动作。

腾鱼胜景，湖聚吉祥。随着第一网鱼
从冰下热气腾腾而出，你满眼都是活蹦乱
跳的鱼。一网几十万斤鱼的胜况，只有查
干湖可见。去年头鱼拍出了 91.88万元的高
价，朋友圈里大家戏言，“辛辛苦苦干了一
整年，不如查干湖一条鱼值钱。”

关东渔猎文化和民俗冰雪旅游，也随
着冬捕次第展开：冰上龙舟赛、足球赛、
风筝赛、冰雪徒步赛、冰雪摄影赛、冰雪

欢乐园、民俗体验游、春捺钵体验游等
等，瞬间点热了冰雪大东北！

看，查干湖正以其娇美之姿，纯洁剔透
的性情，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颔首微笑。

图为查干湖冬捕现场。来自网络

冬季，滑雪成为人们旅游、健身的重要选择。近日，山东省淄博市一
滑雪场对外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翟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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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资源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尽管与其他三季相比，冬季存
在气温低、色彩素、白天短、水景
弱等不利于开展旅游活动的客观因
素，但是也有其独特优势，杭州华
清旅游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朱跃武指
出，冰雪魅力就是冬季旅游的重要
吸引物。

冰雪旅游是冬季旅游产品中重
要的一项，也被看作是冬季旅游的
代表。尤其是我国获得2022年冬奥
会举办权以后，以冰雪旅游为核心
的冬季旅游产品正在成为人们旅游
的新选择。

中国旅游研究院和途牛旅游
网联合发布的 《中国冰雪旅游消
费 大 数 据 报 告 （2018） 》 指 出 ，
2016—2017 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
游市场规模达到 1.7 亿人次，冰雪
旅游收入约合 2700 亿元，我国已
经成为冰雪旅游大国。随着北京
冬奥会的临近，我国冰雪旅游产
品不断丰富和完善，国内和国外
双向的冰雪旅游流将形成巨大的
市场效应。预计 2021—2022 年冰
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
3.4 亿人次，收入达到 6700 亿元，
冰雪旅游将带动旅游及相关产业
的产值达到 2.88 万亿元。

以有着中国最广大冰雪旅游资
源的东北为例，近年来，利用“冷
资源”，“搅热”了冰雪旅游市场。
2016 年起，黑龙江省将每年 12 月
20 日设立为“黑龙江省全民冰雪
活动日”，出台了加快冰雪旅游产
业发展实施意见，重点打造哈尔滨
都市时尚冰雪旅游区、哈尔滨—亚
布力—雪乡—镜泊湖滑雪旅游度假
带、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五
大连池冷热矿泉冰雪旅游带、哈尔
滨—伊春—逊克森林冰雪旅游带、
哈尔滨—漠河极寒冰雪旅游带，吸
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东北，真正
实现“白雪变白银”。

好点子
创新思路“吸睛”也“吸金”

除去“北看冰雪，南下避寒”
的传统冬季旅游目的地，如东北、
内蒙古、海南等地，越来越多的

“新面孔”加入进来，并另辟蹊径。
贵州的避暑旅游名声在外，如今

也在大力发展冬季旅游。在“2018
冬季度假旅游主题推介活动”上，贵
州主打“康养”牌，推出的旅游产品包
括泡温泉、游雪原、探溶洞、拾年味、

品美食等。同时，在90天的时间里，
贵州省A级旅游景区，向对口帮扶贵
州的城市所在省和港澳台居民免门
票，对其余各省（区、市）居民实行门票
挂牌价五折优惠。“去凉都滑雪”成为
贵州冬季旅游独具一格的卖点。

近日，一则“门票换购苹果”的新
闻，让山东省威海荣成市西霞口的神
雕山野生动物园火了一把。西霞口
旅游控股公司副总经理梁军党介绍，
冬天是动物园的旅游淡季，游客渐
少。而园中动物饲料却有增无减，仅
苹果一项，一个冬季消耗高达9万公
斤。低旅游收入与高运营费用，是景

区需解决的一道难题。为此，西霞口
景区以烟台、威海周边地区为试点，
开展为期 20 天的“下乡惠农”活动，
将动物园门票以折扣价出售给旅行
社，带动该地区游客前来游览，售票
所得用于购买苹果来喂养园中动物，
以实现“三方共赢”。据了解，此次活
动，共售出优惠门票 2 万余张，惠及
1.5万名果农。

这样的创新，为西霞口赢得了
口碑和市场，冬季来到西霞口村欣
赏渔村变化的游客络绎不绝。此
外，景区还提出“旅游+新型生
活”的理念，开展冬令营、研学主

题游等活动，发展多元化旅游新业
态。梁军党认为，发展冬季旅游应
当植根于本土优势，通过好思路盘
活景区资源，带动发展全域旅游。

好品牌
文化味儿增加“含金量”

12 月 7 日，2018 黑龙江省冬季
文化旅游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北国
好风光 尽在黑龙江”作为黑龙江
旅游的全新品牌也正式对外发布。
在冰雪美景、冰雪游乐、冰雪美食

之外，冰雪艺术、冰雪民俗、非遗
文化等也成为黑龙江展示冬季旅游
资源的重要内容。

随着文化与旅游的不断融合，充
实旅游资源背后的文化内涵，注重打
响品牌，日益成为旅游目的地开发旅
游产品的着力点。

“温泉+民族文化”“温泉+草原”
“温泉+养生”“温泉+蒙中医”……这是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的
冬季旅游产品，充满民族特色和文化
内涵，使其备受游客欢迎。泡温泉、吃
蒙餐、听琴声，也成为游客的“标配”。
鄂托克旗草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阿

尔寨石窟文化”“恐龙足迹文化”“草原
民族文化”三大主题和“温泉胜地”成
为其文化旅游的亮点，开发出了以草
原、历史、观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线
路，同时带动了全旗民族民间工艺品、
纪念品的开发，形成具有浓郁乡土民
族文化特色的工艺美术品、书法和绘
画艺术品等系列产品。

在我国国内冬季旅游产品类型
还比较单一的当下，如何在同类产
品中胜出，并形成持续的口碑效
应，文化内涵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图为游客体验“泼水成冰”。
来自网络

“三好”带热冬季游
本报记者 尹 婕

冬季曾是旅游的淡季，如何挖掘冬季旅游的价值和潜力，让冬季旅游“淡

季不淡”，一直是许多旅游目的地的重要课题。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冬季旅游产品供给工作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通知》要

求，进一步加强冬季旅游产品供给，推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季节特点的冰雪

旅游、温泉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民

俗旅游、避寒旅游等冬季旅游优质产品。

目前，开发冬季旅游产品、打造冬季旅游市场，已经吸引了国内许多旅游

目的地积极加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