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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车轮

2016年的冬季，冰雪话题的热度一直延展到今年全省两
会的会场上，成为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

作为中国最北的省份，黑龙江冬季漫长、冰雪弥漫，独特
的自然环境看似恶劣，但却为其提供了广袤的冰雪宝藏。习近
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调研时提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激
发人们善于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并从自然丰厚的冰雪馈赠中争
取财富和发展的契机。然而，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省
冰雪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冰雪经济大产业、大发展
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还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人将知识经济称为脑力经济，谁拥有了超前思维、卓尔
不群的创意和行动，谁将掌握未来发展的先机。“我省是在全
国最先开展冰雪旅游的省份之一，然而惰性思维和缺乏创新
性意识，使得冰雪旅游产业并没有及时做大做强。”省政协委
员吴群红说。她认为，现有冰雪旅游地区布局及发展水平不
平衡，我省冰雪产品和项目的横向和纵深拓展不够，对冰雪文
化资源的挖掘不足、对冰雪文化的宣传和推广不够也是制约
我省冰雪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真正唤醒冰雪资源 设计开发冰雪创意项目

若要将覆盖在龙江大地上沉寂千年的冰雪资源真正唤
醒，需要极具奇异构思的系列冰雪创意项目的设计和开发。
吴群红建议举办冰雪创意电视挑战大赛，“可以筛选那些将
黑龙江白山黑水波澜壮阔的历史传说、丰富多彩的黑龙江少
数民族文化、雄浑厚重的移民历史、林海驰骋的抗联精神、激
情燃烧的北大荒拓荒史、往事如歌的知青岁月等极具地方历
史、文化元素、怀旧情怀元素与北大荒冰雪资源有机衔接的
创意设计，组成冰雪创意展示长廊。此外，建立创意大赛专
项基金，持续汇集各种点子库和创意库，形成热点创意文化

电视节目。”
“有好的创意仅仅是第一步，如何让那些闪耀着美好创意的

思想火花不会随着人们的热情散去而迅速消失在时间的旷野中，
就需要探索最有效的组织、制度和资源保障。”吴群红继续说，要将
征集的各类创意项目进行有机组合，组建专门组织，长期负责对重
大冰雪创意项目的融资、协调、保障、落实和监督工作。

集中资金和力量 打造冰雪项目群

围绕冰灯和雪雕这一极具影响力的冰雪品牌项目，集中资
金和力量打造冰雪项目群，“我们应该将现有孤立、分散的冰雪
项目进行提档、升级和有机整合。”吴群红说，“形成堆雪人、打
雪仗、滚雪地等戏雪项目，与赏冰灯、看雪景、观雾凇、听音乐、
看表演等系列观赏项目，以及与泡温泉、中医养生、体验冬捕、
溜冰、滑雪、冰雪教育等一系列参与性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
一条龙的服务，增强我省冰雪旅游品牌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省政协委员杨毅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说，“打造品牌是为
提升核心竞争力，品牌是竞争的核心力量。所以才应该整合
龙江冰雪资源优势力量，打造龙江特色冰雪知名品牌，形成品
牌效应，提高外部竞争力。”

夯实冰雪搭台、经贸唱戏的战略构想

吴群红坦言，除重视对冰雪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还应推动
冰雪旅游与商业、工业、农业、时尚、运动、休闲服务业更密切的
结合，要重视和积极探索将冰雪旅游与黑龙江绿色农业推介、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冰雪旅游运动产品开发、保暖服装、鞋帽品牌
设计制作、特色冰雪及雾凇长廊制作设备、设施研发、东北特色
餐饮文化一条街以及中医养生和美容时尚服务消费等有机结合
的创新性做法，真正夯实冰雪搭台、经贸唱戏的战略构想，以冰
雪旅游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其他产业和服务业的大发展。

除此之外，省政协委员李晓陵建议开放市场，同时加强资

本融合。李晓陵说，“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必须以市场为基础，
市场是产业发展的领航员和风向标。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
对于我省冰雪产业来说，市场开放是推动区域市场经济发展
的最好方式。通过市场开放进行产业集聚，避免分散，要在产
业的空间布局上科学规划、特色发展。引进的国外高科技资
本和我省人力资本融合，组合成区域内的绝对优势，可以提升
我省冰雪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宣传冰雪文化 倡导冰雪运动

吴群红说，还应大力宣传冰雪文化、倡导冰雪运动，使其
成为印刻在我省民众生命中的可以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让
千里冰封的松花江江面、湖面，让万里雪飘的广袤森林沃野，
成为全省民众冰雪运动健身、冰雪教育与娱乐、冰雪文化大写
意的舞台。我建议有关部门组织、创作、播放以冰雪为主题的
歌舞剧、音乐剧、诗歌、时尚秀、小说、小品、民族冰雪文化游乐
等多类型的节目，激发民众对冰雪冷资源的热度和激情，营造
冰雪文化的氛围、培养冰雪审美情趣。同时，集中一切力量，
动员各种传媒、网络和新媒体资源，不遗余力地加大冰雪特色
旅游的宣传力度。”省政协委员任清海补充说道，“在移动互联
网的时代，龙江的冰雪旅游应注重在客户端的宣传。不仅要
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手机APP。同时，也要利用好新媒体平
台，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做好龙江冰雪旅游的推广。”

吴群红说，我省教育、体育、旅游等部门应携手大力推动
和发展冰雪教育、冰雪运动和冰雪赛事，开设冰雪创意课程、
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对冰雪文化和运动的喜爱。
开展全民丰富多彩的冰雪文化运动，动员社会的资源和能力，
加强冰雪游乐项目、设施、冰场、雪场的数量，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参与冰雪运动的需求。要通过全方位的宣传和推广行
动，让冰雪文化真正成为印刻在龙江人血脉里的一个文化基
因，并得以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

挖掘冰雪资源 弘扬冰雪文化

开启冰雪旅游“黄金时代”

游客滑雪乐翻天。 本报记者 邱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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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抓住北京2022年

举办冬奥会带动全国冰雪运动发展

的机遇，办好冰雪季国际和国家级赛

事；用好与国家体育总局合办的创意大赛成

果，集中开发推广一批专业与非专业相结合

的户外冰雪活动产品。促进冰雪景观、冰雪

赛事、冰雪活动、冰雪文化、冰雪教育相

融合，通过新媒体系统化营销，展示龙江

冰雪的独特魅力，推动冰雪产

业加快发展。

□本报记者 孙佳薇

冰天雪地是大自然的馈赠。进入冬季，全国各地都希望在
这一优质的生态资源中分得一杯羹。前不久，北京卫视一档综
艺节目《跨界冰雪王》首播告捷；重庆万盛南天门“冰雪世界”开
园，冬奥会冠军赵宏博率队助阵……对这些新闻从不同的角度
去考量，会有不同的滋味。省人大代表奚河滨说，“发展冰雪经
济，我们虽有资源优势、历史底蕴，可现如今，我们也要有紧迫
感。冰雪旅游是冰雪经济的核心产业，也是融合其他冰雪产业
的重要载体，不仅直接产生效益，而且关联度高，带动性强。要
把冰雪旅游做得更好，才能在竞争中赢得市场。此外，我们也要
借鉴好的经验，为市民休闲娱乐提供新奇特的旅游供给。”

如果说“冰天雪地”是张好牌，那么，黑龙江的“冰天雪地”就
是张王牌。省人大代表李希龙说，“游客奔着冰雪而来，首先要
让他们的眼睛得到满足，还要奉上精神享受。”他建议，强化冰雪
营销，提升旅游产品知名度和消费者知晓率；坚持问题和市场需
求导向，着力打造精品景点、线路。

来自黑河的省人大代表王大程从平时日常的细节中发现了
今年的冰雪与“往年有些不同”。“五大连池的景区全面开放，游
客陡增。在黑河江边，景观带上的冰雕塑造得也比以往更加赏
心悦目。”这是王大程对自己生活地方的最直观感受。

的确，我们从来没有像这个冬季这样离冰雪这么近。从全
民冰雪日到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再到全省青少年冰雪摄影
大赛……今年的冰雪活动比往年更加丰富。王大程说，“冰雪活
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龙江百姓也正在享受冰雪产业增值
的红利。全民热情参与也将激发出龙江冰雪产业的巨大潜力和
爆发力。”

怎样推启龙江“冰天雪地”的“黄金时代”？在 16日下午召
开的省第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的分组审议现场，黑河市谢宝禄
代表饶有兴致地谈到了黑河的一项品牌活动——冰雪试驾。他
说，“冰雪试驾是非常有驾驶乐趣和挑战性的试驾项目，一方面
它可以让你充分享受到在平常道路上无法体验到的刺激，另一
方面还更加极限地考验了你在冰雪上控制好车辆行进线路的操
控技术。现在只要提到冰雪试驾就会想到黑河。”谢宝禄说，“冰
雪产业是龙江的资源禀赋，也是我省最具潜力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的一个业态。必须叫响品牌，打造冰雪‘超级 IP’，使冰雪产业
成为最能充分利用龙江资源、最能吸引人气财气的产业，把龙江
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冰雪经济强省。”

打造冰雪
“超级IP”

□本报记者 车轮

冰雪体育旅游是近些年新兴的旅游产业，我省发展冰雪
体育旅游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省政协委员宋琳认为，以我省
体育事业发展、气候特点、文化底蕴、冰雪旅游资源建设基础
等为立足点，研究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为向建设国际冰雪
旅游名城的既定目标迈进，创新冰雪体育旅游产品，充分挖掘
冰雪体育资源，对促进我省冰雪旅游和旅游产业的良性循环
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宋琳告诉记者，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省冰雪体育旅游的
基础设施己初具规模。我省冰雪资源环境优美、设施优良，建
设了以亚布力为代表的几十家代表了中国滑雪旅游的最高水
平高级滑雪场，部分滑雪场已接待世界级赛事。1985年哈尔
滨国际冰雪节创办以来，始终把开展“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
动作为节庆的活动内容之一，并连续十几年举行冰雪节、冰雪
体育运动会。我省同俄罗斯有3000多公里的边境线，边境游
市场前景广阔，黑龙江滑雪客源市场已覆盖世界65个国家和
中国所有的省份，旅游产品形成了冰雪艺术游、冰雪度假游、
冰雪风光游三大产品体系，冰雪旅游项目开发呈现着多元化、
精品化的发展态势。黑龙江“中国滑雪旅游胜地”、“世界冰雪
旅游名都”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广为人知。

然而，我省冰雪体育旅游仍然存在不足，省政协委员姜龙
江认为，“当前，我省冰雪旅游产业还没有形成和确定自身独
有的特色，产品定位不准确、不统一。我省许多地区虽然开发
了冰雪旅游，但还是千篇一律，特色不突出。冰雪旅游企业还
不能依据自身能力水平，适宜地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准确地塑

造自身的市场形象，细化冰雪旅游特色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
力。”他继续说，“同时，我省冰雪旅游产品开发深度不足，文化
内涵不突出。”姜龙江告诉记者，旅游的经济性主要表现在发
展初期，文化性的凸现则发生在后续阶段，加大投入冰雪旅游
的文化内涵，提高冰雪旅游的文化品位，对进一步扩展冰雪旅
游资源，促进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两位委员对我省冰雪体育旅游的发展献计献策，首先要
打造冰雪特色旅游品牌战略。宋琳说，地域分异规律导致
各地区旅游资源之间具有差异性，从而形成不同的特色。
冰雪旅游资源是冰雪旅游产品开发的主要依托。冰雪旅游
产品开发成功与否，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冰雪旅游资源利
用得当与否。有特色才有吸引力、竞争力和生命力，所以冰
雪旅游产品开发必须坚持突出特色的原则。充分依托我省
地缘优势，树立自身鲜明独特的旅游形象，提高旅游核心竞
争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其次，要加大政府扶持和媒体宣
传力度。姜龙江建议，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财政和政策的
倾斜机制，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法规，扶持和激励我省冰雪产
业的发展。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关注社会热点，吸引更多
游客的目光。

最后，宋琳告诉记者，要建立起合乎时代潮流的可持续发
展的冰雪体育旅游经济，永久确立我省冰雪旅游业的优势地
位，必须认清现状，明确“冰雪经济”的概念，调整优化冰雪旅
游产业构成，提供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使旅游目的地、旅游
相关产业及旅游管理三方面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实现
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生态等多方面协调发展，走出
一条适合我省冰雪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让冰雪体育旅游“热起来”

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大型群雕。
本报记者 陈宝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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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穿越探险。 本报记者 陈宝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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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高山大雪原游人撒欢。
本报记者 陈宝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