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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旅游持续升温冰雪旅游持续升温，，多地花式多地花式““引流引流””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冬意愈盛，气温降低，却难
以冻结消费者对冰雪旅游的热
情。中国城市报记者综合多家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发现，近期
关于“冰雪”“赏雪”等关键词的
搜索量均有超过 50% 的提升，
冰雪旅游相关产品的搜索量也
持续走高。同时，政策利好下，
全国多地有望打造冰雪旅游高
质量目的地和高品质冰雪景
区，冰雪旅游业将显著促进当
地经济的发展。

“尔滨”依旧是“顶流”
小众目的地迎头赶上

时隔一年，“尔滨”以“顶
流”姿态强势回归。

马蜂窝发布的 2024 年冬
季“旅行蜂向标”显示，黑龙江
哈尔滨位列冬季热度涨幅最大
目的地榜首。在上个冬天爆火
的哈尔滨，今年继续维持“宠粉
设定”。据哈尔滨文旅消息，今
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不仅在
冰雪景观打造上再添新意，更
在配套服务和游客体验上下足
功夫，将“有求必应”进行到底。

其实，对于东北地区的冰
雪观光来说，哈尔滨是开启冰
雪旅游的起点，长白山天池、雪
乡梦幻童话世界、吉林雾凇长
廊、漠河白桦林等魅力雪景则
进一步吸引着赏冬者们一路探
寻冰雪秘境。中国城市报记者
从途牛了解到，在其冬季主题
热门跟团游产品中，“哈尔滨—
漠 河 — 北 极 村 — 北 红 村 6 日
游”“哈尔滨—亚布力—雪乡 5
日游”“哈尔滨—雪乡—延吉—
长白山 6 日游”等东北方向连
线游产品预订尤为火爆。

携 程 数 据 显 示 ，进 入 12
月，团队线路方面，哈尔滨位列
冰雪目的地第一，跟团游预订
量环比增长 40%，“哈尔滨+雪
乡”“哈尔滨+亚布力滑雪旅游
度假区”“哈尔滨+漠河”等线
路产品售卖火爆。值得一提
的 是 ，2025 年 亚 冬 会 举 办 在
即，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国际游
客在盛会举办地哈尔滨体验
冰雪魅力。

再把目光转向西北地区。
从夏到冬，剧集《我的阿勒泰》
的热度仍在持续。据途牛数
据，进入冬天，新疆目的地“雪
都”阿勒泰以及乌鲁木齐、伊犁
等地的出游热度不断攀升，独
具地方特色的围炉煮茶仪式感
满满，备受赏冬者们的青睐。

除传统热门冰雪游目的地
及景区外，国内游客也开始发
掘更多新鲜小众的雪景打卡
地。同程数据显示，近期，四川
省眉山市瓦屋山旅游搜索热度

环比上涨近 5 倍。不久前，瓦
屋山景区迎来入冬第一场雪，
众多游客去瓦屋山只为拍一张

“刷爆朋友圈”的雪地美照。
此外，山东威海也是今年

新晋的热门冰雪游打卡地，其
童话般的海边雪景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往。作为海滨城市，不
久前刚经历完初雪的威海热度
飙升。途家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当地民宿搜索量已同比增
长 1.3 倍。

雪场展示“十八般武艺”
旅企轮番“上新”引客

多地滑雪场相继开板，今
冬的“冰雪运动季”已按下起
始键。

马蜂窝站内，近一周，滑雪
平均热度涨幅超过 100%，黑
龙江亚布力滑雪场、吉林松花
湖滑雪场、崇礼万龙滑雪场、阿
勒泰将军山滑雪场关注度名列
前茅。

今冬，各大雪场拼尽“十八
般武艺”打造特色冰雪节，融入
电音节、灯光秀、音乐会、户外
烧烤等多种类型的活动，让滑
雪爱好者在进行冰雪运动之外
收获更加丰富的游玩体验。

同时，在线旅游平台也充
分发挥自身创新能力，助力冰
雪游市场高质量发展。据携
程相关负责人介绍，其在今年
的冰雪线路设计上，区分了泛
旅游类滑雪产品和纯滑雪产
品，同时满足旅游类观光赏雪
人群和滑雪“发烧友”的不同
需求。同程则联合中国国际
航空、中国东方航空等 11 家航
空 公 司 ，为 冰 雪 爱 好 者 推 出

“雪友卡”。途牛也陆续推出
了冬日限定“东北冰雪季”“滑
雪开板潮”“冬日恋歌”等多重
优惠活动。

冰雪游火爆
带动目的地发展

实际上，冰雪旅游市场火
爆与中国户外冰雪运动人群基
础不断扩大密切相关。《2023—
2024 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显
示，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国内滑雪场的滑
雪人次统计为 2308 万，同比上
升 16.3%。

此外，《关于以冰雪运动高
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
若干意见》《推动东北地区冰雪
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实施方案》相继发
布，相关政策为我国冰雪旅游
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契机。
大消费行业分析师杨怀玉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称，
相关政策可能会带动包括滑雪
板、冰刀等个人装备，以及滑雪
场建设所需的设施设备在内的
冰雪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
长柏文喜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政策利好一方
面能够促进高质量冰雪目的地
建设，比如推动北京、河北、内
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
等地建设 3—5 个全球知名冰
雪旅游高质量目的地；另一方
面，也有利于打造高品质冰雪
景区，比如鼓励优化提升滑雪
度假胜地，提升地区的国际影
响力和吸引力。

以新疆为例，凭借得天独
厚的冰雪资源，以及科学顶层
设计的支持，新疆冰雪产业的
经济潜力将被进一步激活。数
据显示，2023 年至 2024 年雪
季 ，新 疆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超
9258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逾 
147%；实现旅游收入超 1066
亿元，同比增长 263.74%。另
据携程数据，今年 12 月以来，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滑雪门票预
订量同比去年增长 2 倍以上。

新疆冰雪产业的业态日益
多元化。比如阿勒泰地区充分
挖掘“冰雪+体育”潜力，相继举
办国际雪联越野滑雪 FIS 积分
系列赛、环阿尔泰山冬季运动
会等赛事，提升自身在冰雪运

动版图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新疆多个地州市因地制宜发展
冰雪旅游，将其与民俗文化等
形式融合，拓宽业态。比如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利用
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资源，开
展冰壶、传统爬犁等 30 余项冰
雪娱乐项目，深受游客喜爱。

视点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展
在京开幕

近日，“石榴花开美京城 多彩

中华·魅力体育”——中华民族传统

体育展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该

展览分为追根溯源、洋洋大观、华彩

盛会、京城盛宴四大版块，展示了投

壶、贝阔、推杆、马球、高跷等具有代

表性的体育项目。展览将持续至

2025年3月。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斯兰别克·沙和什是一位

默默坚守着古老毛皮滑雪板

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如今已

70岁的他，来自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拉

斯特乡拉斯特村，自16岁起便

踏上了制作毛皮滑雪板的传

承之路。他的家族与毛皮滑

雪板的缘分深厚，他爷爷和爸

爸都是这一技艺的传承人。

制作毛皮滑雪板的原材

料极为讲究，必须使用白桦树

和松树，因为其他材料容易开

裂，无法保证滑雪板的质量和

使用寿命。而用于附着在滑

雪板底部的毛皮则只能取自

马腿皮，若是使用马腰部的

皮，滑雪板在滑行时便无法保

持直线。此外，还需要坚韧的

牛皮线来将各个部件固定在

一起，每一道工序都蕴含着先

辈们的智慧。

斯兰别克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他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对

滑雪板进行了升级改造，比如

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滑

雪板的大小。以前的滑雪板

较为宽大，如今变得更加细

长，不仅方便使用，就连小孩

也能轻松拿动。这一改进使

得毛皮滑雪板更加适应现代

使用者的需求，也为这一古老

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顾制作滑雪板的历程，

斯兰别克感慨万千。过去，制

作滑雪板所需的大木头都要

靠自己手工敲出来，不仅费

力，还容易受伤，而且还得忍

受严寒酷暑的考验。如今，当

地政府提供了锯木头机器，大

大提高了制作效率。随着冰

雪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到毛皮滑雪板这一古老

文化遗产，斯兰别克的生意也

越来越好，甚至有人一口气就

能定制30—40副滑雪板。收

入增加让他满心欢喜，不过更

令他欣慰的是，儿子也积极参

与到技艺传承中来，并且通过

开设抖音账号、直播等方式，

将毛皮滑雪板制作技艺展示

给更多的人，让这一古老技艺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阿勒泰老手艺人
和他的毛皮滑雪板制作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