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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

双鸭山

□本报记者 刘晓云

双鸭山市市长宋宏伟在谈到冰雪产业时谈到，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冰雪经济的安
排部署，双鸭山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创新发展冰雪
产业，努力把“冷资源”加快转化为“热经济”。

一是制定冰雪产业发展规划。坚持规划引领，聘请
国内一流专业团队结合双鸭山市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人
文特点，着眼于冰雪产业市场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科学
编制冰雪产业发展规划，明晰产业定位、产业布局、项目
建设重点，完善工作机制、保障措施，推动双鸭山市冰雪
产业与周边地区差异化、特色化、精品化、优势化发展。

二是加快冰雪产业项目建设。充分考虑消费半径、
消费目标人群，实施和谋划一批双鸭山市有供给优势、有
市场消费需求、社会资本建设的中高端冰雪产业项目，打
造冰雪产业品牌型项目。借助国家 4A级景区——青山
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资源和硬件资源，新建的青山滑雪场、
冰雪乐园已经启幕。与深圳市合作共建的集冰球、短道
速滑、花样滑冰、冰壶等项目于一体的深双冰上运动中心
即将投入运营。

三是推动冰雪产业融合发展。与旅游产业相融合，
把春季赏花游、夏季湿地游、秋季山色游与冬季冰雪游有
机地结合起来，抓好冰雪旅游特色景区景点建设，打造精
品旅游线路，力求游不断线、景不断链。与体育产业相融
合，谋划实施一批以冰雪产业为支撑的体育产业项目及配
套项目。与教育普及相融合，推进冰雪体育运动项目进校
园、进课堂，培养冰雪运动爱好者、潜在消费客户群、冰雪
产业发展骨干。与文化活动相融合，谋划好以冰雪为主题
的系列文化活动和创意活动，赋予冰雪产业以文化内涵、
时代气息。

四是营造冰雪产业发展氛围。坚持发展竞技性冰雪
项目与群众性冰雪运动、冰雪活动并举。在发展竞技性
冰雪项目方面，立足全市冰雪基础设施，筹划举办全市
性、区域性的冰球比赛、速滑比赛、滑雪比赛、冰上马拉松
比赛和国际冬泳交流赛等，以冰雪竞技体育水平提升，带
动冰雪产业加快发展。在群众性冰雪运动方面，强化组
织推动和群众发动机制，推进全民上冰雪特别是青少年
上冰雪机制化、常态化，使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成为推动冰
雪运动蓬勃发展的践行者。在群众性冰雪活动方面，谋
划开展好冰上亲子运动汇、冰上趣味项目大比拼、冰雪湿
地探秘、冰雪森林越野，以及雪地风筝、足球、拔河、健美
操、徒步等趣味性、参与性、健身性强的活动，形成玩冰乐
雪浓厚氛围，夯实冰雪产业发展群众基础。

五是强化冰雪产业市场营销。用好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平台，以冰雪表现形式生动推介“中国黑土湿地之都·双
鸭山”黑土湿地秀美风光的同时，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充
分运用新媒体和“互联网+旅游”、“互联网+冰雪”等新模
式以及手机客户端，形成立体化的营销格局，全方位展示
双鸭山市冰雪产业发展内在潜力、冰雪项目独特魅力、冰
雪运动浓厚氛围，吸引目标客户群、潜在客户群到我市消
费冰雪，推动冰雪产品由“做得好”向“卖得好”转变，加快
把冰雪产业打造成助推双鸭山市转型发展的新动能。

创新理念
发展冰雪产业
访双鸭山市市长宋宏伟

□德健宇 本报记者 孙昊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的指示精神、响应“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号召，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强冰雪运动、发展冰雪
经济”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连日来，牡丹江积极在

“冰雪”上做文章，举办了多项冰雪运动、打造了多个
冰雪景点，以此推动“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转变。

牡丹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高岩说，牡丹江将充分
发挥独特的冰雪资源优势，促进冰雪与体育、文化、旅
游、健康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发
展，在全国率先打造冰雪运动城市，将牡丹江建成全国
冰雪文化旅游名城，为推动牡丹江全面振兴发展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冰雪资源禀赋得天独厚

高岩介绍说，牡丹江拥有得天独厚的长达 4个多月
的降雪期，而且雪质极佳，辖区内还拥有雪乡、雪村等多
个冬季旅游景点，是摄影爱好者和滑雪者的天堂，因此
牡丹江也被誉为“雪城”。近年来，牡丹江积极释放资源
优势，打造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冰雪旅游产品，依托生态
发展旅游业，完善冬季旅游要素，促进牡丹江四季旅游
全面发展。

谈到冰雪运动，高岩说，冰雪运动在牡丹江有着良
好的群众基础，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牡丹江就是全
国、全省最早的冰上训练基地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
牡丹江市体育事业进入鼎盛时期，优秀运动员层出不
穷，中国滑冰协会也曾授予牡丹江市“神龙腾飞的摇
篮”。

下一步，牡丹江在发展冬季旅游中要充分发挥独特
的冰雪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在全省“哈亚
牡”白金线路的基础上拓线结网，打造出“哈亚牡、海牡
镜”冬季精品旅游线路，全面推进牡丹江冰雪旅游发展。

特色冰雪游擦亮金字招牌

前不久，牡丹江启动了首届“健康雪城”冬季运动会
暨“赏冰乐雪”系列活动，将举行雪地足球、大众滑雪、冰
上龙舟、青少年速滑、新春冬泳等 20多项比赛活动。作
为“赏冰乐雪”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20日，牡丹江与全
省同步举办“全民冰雪活动日”启动仪式暨牡丹江“冰天
雪地”徒步行活动。

高岩说，今冬，牡丹江将深度挖掘资源潜力，兼顾观
赏性与参与体验性，推出“游”雪城雪堡、“享”雪乡雪村、

“看”镜泊冬捕、“赏”冰瀑跳水、“浴”小镇温泉、“观”林口
雾凇、“玩”高山滑雪、“感”冬日虎威、“住”萨满村落、

“踏”林海雪原等十大冰雪旅游产品，还设计了渔猎文
化、冰瀑热泉，人文历史、极致雪景，自然冰雪、最美村
落，市区周边畅游冰雪、速度激情等系列冰雪主题线
路。此外，今年还将举办多个主题和节庆活动，包括雪
堡开园仪式、镜泊湖冬捕节、全国阳光体育运动大会、林
口雾凇节、牡丹峰滑雪节、东宁冰葡萄采摘节、东宁冬泳
表演赛等，以增加产品的丰富程度，市民及游客可以充
分参与其中。

创建全国冰雪文化
旅游名城

访牡丹江市代市长高岩
本报20日讯（王月迪 记者孙昊）作为我省首

个全民冰雪活动日，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在雪城
牡丹江相继上演。牡市部分景区（点）推出赠票、打
折等惠民措施，成功举办了万人“冰天雪地”徒步行
活动，北山体育场、市滑冰馆向市民免费开放，全市
冰雪旅游、冰雪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20日上午，牡丹江“冰天雪地”徒步行活动在牡
丹广场鸣枪开拔，全市党政机关、大中院校、社会各
界徒步爱好者等万名群众广泛参与，全程约3公里
左右。大家身着运动装备，在徒步中你追我赶，感
受冰雪运动的快乐。一位机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平时运动少，今天借徒步活动出出汗，感觉很爽，
以后会经常进行锻炼。”

坐落在镜泊湖景区山庄码头冰湖湖面上的“萨

满村落”与游客见面，这个全新的旅游产品，由满族
传统民俗体验区和超级冰雪娱乐区两部分组成，把
镜泊湖的大冰场、大雪场、大渔场、大冰瀑等镜泊湖
冰雪特色更集中更具象的展示给游人。走进满族
民宿，民族风扑面而来，满墙的花布、南北大炕、悠
车……上世纪 70年代老式的摆设风格让人有时空
穿越的感觉。而满族铜火锅、八大碗、铁锅炖鱼等
满族特色美食让味蕾得到充分的满足。除参与萨
满神坛祭祀表演外，游客还可乘坐爬犁、雪圈前往
冬捕现场小网挂鱼，随着鱼儿跃出冰面，壮观的场
面不断刺激游客神经，游人大呼过瘾。更为刺激的
是到围猎场，看猎鹰捕鸡兔、猎狗追咬（二代）野猪，
场面紧张热烈。一番热血沸腾后，到冰雪娱乐区可
玩马拉雪橇、冰滑梯、飞速滑雪圈、抽冰尜、雪地越

野车等二十多个项目，尽情撒欢。
牡丹江市旅游部门当天组织二十多家旅行社、景

点，在人流量大的步行街对今冬的旅游线路、旅游产品
和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推介和宣传，重点冰雪旅游景
区如镜泊湖、雪村、滑雪场等为游客推出免票、打折等优
惠。市民踊跃抢购优惠券，市民李先生一边搜集旅游宣
传单一边告诉记者，“今年买了新车，这个冬天会一改以
往‘猫冬’的习惯，带家人多出来玩玩。”

今冬，牡丹江市充分发挥雪城、雪乡、雪堡、雪
场、雪村等独特的冰雪资源优势，在全省“哈亚牡”
白金线路的基础上拓线结网，打造冬季旅游十大精
品，开展“赏冰乐雪”系列活动，提升基础配套建设，
加快与文化、体育等产业融合，全面打造冰情雪韵，
推进牡丹江冰雪产业发展。

本报20日讯（胡德利 陈绘冰 记者刘晓云）黑
龙江省全民冰雪活动日启动仪式暨双鸭山市“冰天
雪地”徒步行活动20日在益寿山举行，“赏冰乐雪·
旅游惠民”活动同时启幕。

上午 10时，双鸭山市市委书记孙喆鸣枪宣布
活动正式开始，市直和在双鸭山中省直各单位干部
职工、全市中学生代表近4000人参加活动。

13时30分，“赏冰乐雪·旅游惠民”活动在岭东
区南湖冰上训练基地举办，2016中国花菇之乡体彩

杯国际冰人挑战赛同步举行。来自青山国家森林
公园、云峰山滑雪场、东湖旅游度假区等旅游企业
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0余份，
云峰山滑雪场代金券、青山滑雪场门票及冰雪活动
优惠券等 5000余张，推出赏冰乐雪优惠旅游线路，
并就游客关心的旅游维权等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
的解答。来自俄罗斯及山东、北京、长春、沈阳、重
庆、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嫩江等省内外冬泳爱
好者 100余人参赛，百人冰桶挑战赛、泳装雪地足

球赛、桑拿冬泳体验、俄罗斯 500米冬泳挑战赛等
项目将活动推向高潮。

此次活动为双鸭山市打造冰雪旅游品牌注入了
新活力。今后，双鸭山将着力培育冰雪旅游产品，推
动冰雪运动普及，提高冰雪旅游娱乐性、参与性、体
验性，延伸冰雪旅游产业链条，促进冰雪旅游、冰雪
文化、冰雪体育、冰雪教育等多种产业的扩展升级、
融合发展，做大做强双鸭山冰雪经济，让“冷资源”变
身“热经济”，助力双鸭山经济振兴。

□文/摄 德健宇 本报记者 孙昊

在黑龙江省全民冰雪活动日启动仪式暨牡丹江
“冰天雪地”徒步行活动中，有一位特殊的旗手，他走
在队伍最前列，不停地挥舞着彩旗，时而亮出大鹏展
翅，时而打出虎鹤双形，一招一式，刚劲中透露出武
者的果敢与坚毅。他就是牡丹江市武术协会主席田
大华。

在徒步行进开始后，今年54岁的田大华步态轻
盈、动作轻盈。他告诉记者，因为从小身体羸弱，为
了能强健体魄，他上小学时就开始参加健身运动，从
徒步、武术，到各项球类运动，只要能运动他都喜爱
并积极参加，时至今日，他每天仍要挤出时间参加健
身运动，一年四季从未间断。

随着徒步时间的推移，田大华脸颊上的汗水清晰可
见，但是脚步却丝毫没有停歇。田大华说，生命在于运

动，参加健身运动时，他的精神全部集中在运动上，一切
烦恼事也会被抛至脑后，运动结束后，出了一身汗感觉
特别清爽。这些年，田大华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也获得
了国家、省、市无数荣誉，然而，最让他骄傲和自豪的就是
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手。

如今回想起来，田大华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
情。他说，奥运会前在电视中看到“祥云”就特别激
动，后来能够亲手传递，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力量，
33米的距离、30秒的时间仿佛就是一瞬间。

“能成为奥运火炬手是我一生的光荣，每当回想
起奥运火炬在我们的心手相传，中华民族百年奥运
的梦想成为辉煌的现实，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无比兴
奋。”田大华说到这儿，举起了手中的彩旗，仿佛手中
举起的就是奥运火炬。

“今天，能成为牡丹江‘冰天雪地’徒步行活动的
旗手，我感觉很光荣也很骄傲，我会继续坚持健身运
动，同时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加到活动中。”

田大华：从奥运火炬手到冰雪旗手

□杨昕宇 本报记者 刘晓云

在双鸭山市 20日的徒步行活动中，有一个身
影尤其引人注意，她就是来自双鸭山林业局青山冰
雪乐园的滑雪教练马延玲。

说起马延玲，上世纪 80年代她在全国滑雪界
可是小有名气。

她原是延寿县玉河林场人，在林海雪原中长大
的她从小与雪结缘。1979年冬天，玉河林场承办了
一场全国性滑雪比赛，看着一个个矫健的身影在雪
地上飞驰，13 岁的马延玲看得激情澎湃，神往无
比。或许是缘分，或许是机遇，比赛结束后，一名滑
雪教练到当地学校选拔学员，正在操场上与同学们
疯玩的马延玲被一眼相中。

入选了滑雪队，训练绝无诗情画意，脚摔肿了，
胳膊撞青了，脸也被划破了，但她不在乎。凭着不
服输的劲头，马延玲用汗水换来了接二连三的佳
绩：1981年全省滑雪锦标赛少年组第一名，1983年
再拿少年组 4 块奖牌，1985 年全国滑雪锦标赛冠
军，1986年全国冬运会全能滑降冠军，1987年全国

滑雪锦标赛滑降冠军……整个上世纪 80年代，可
以说是马延玲最辉煌的时期，也是马延玲在雪上
舞动的最畅快的日子。1991年，在全国第七届冬
运会上拿到第 4名后，马延玲含泪退役，那一年她
25岁。

1996年全国兴起滑雪热，国家也开始重视冰
雪运动，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全国冬运会等多
个赛事接连举办，马延玲作为“资深”运动员，接连
被这些赛事抽调进入裁判组。随后，马延玲又重
新回到滑雪事业中来，学习滑雪场管理，到学校当
教练……今年入冬前，正在北京的马延玲接到一
个朋友的求援电话：双鸭山林业局要打造冰雪乐
园，需要一名专家指导，希望她能回来！接到了这
个家乡打来的电话，马延玲心潮骤起：“还有什么比
为家乡做一点事儿更重要呢？”她辞掉了北京优越
的工作，义无反顾踏上了返乡路。

双鸭山林业局青山旅游区是 4A级景区，去年
开始打造冬季冰雪旅游项目。今年的冰雪乐园项
目投入更多，项目更全，规模更大。青山冰雪乐园
开放后，马延玲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滑雪场全天候

带领学生们手把手教游客学习滑雪。“希望通过我
的努力，能让家乡的冰雪运动发展更好。这也是我
多年来的心愿！”

马延玲：走出精彩 滑出激情

雪城雪乡 尽情撒欢儿

赏冰乐雪 旅游惠民

□陆少平

一枝一桠
潜流下怎样的

平滑
把冬天的蔚蓝

和雪白
悄然分离
最后的最后的

话还未如
你设计的最后
冬天就来了
寒冷在结冰以下
冰河泛起的不

尽暖意和红晕
就是身在其中
命在其中的北

方情分么

冬至

□孙剑波

笑傲江湖冰雪行，

一路风景一路情。

龙江自是好山水，

打扮银妆更亭亭。

张新儒摄

咏冰雪

泳装雪地足球。韩庆全 贺佳摄雪地空竹。本报记者 刘晓云摄

（作者供职于黑
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作者供职于黑
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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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在镜泊湖冰面上进行冬捕前，进行祭湖醒网传统祭祀仪式，游客参与其中，并观看小网捕鱼。 张成茂摄

活动视频

活动视频

我是牡丹江冰雪行者我是牡丹江冰雪行者

我是双鸭山冰雪行者我是双鸭山冰雪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