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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龙江冰雪首次亮相央视春晚成吸睛焦点，各界人士热议——

厉害了，我的冰雪春晚！

□本报记者 杨宁舒

提起央视春晚哈尔滨分
会场节目的惊艳呈现，省委宣
传部文艺处处长黄锦秋感慨
地说，龙江冰雪成为亿万观众
眼中独树一帜的风景，可以
说，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

在忘我地工作、无私的奉献。
冰雪春晚的成功，既有省委省
政府对此的高度重视和全力
支持，也有导演组和专家的精
彩艺术构思和高科技支撑，更
是黑龙江人民超强“凝聚力”
与敬业精神的体现。

黄锦秋介绍说，早在央
视春晚导演组与哈尔滨分会
场策划节目内容时，省委宣传
部就提出了能够代表黑龙江
地域特色的冰雪文化、北方少
数民族渔猎文化以及老工业
基地“科技创新”等元素，而将
这些内容融进11分钟的节目
也不容易。为此，主创们集思
广益，下了不少功夫。最终，

他们选定了我省原创文化品
牌“冰上杂技”中的冰上高跷
和空中威亚，冰上赫哲族舞
蹈、我省优势体育项目花样
滑冰等进行有机组合。舞台
设计着重强调地域性特征，
全部由冰雪打造，同时用变
换各种颜色的灯光，呈现冰
建筑特有的晶莹剔透的特
质，突出圣洁与美好的氛
围。冰面舞台使用了全数控
声光电技术打造成可变换色
彩的梦幻空间，同时为了帮
助演员御寒，研制了“石墨
烯”保暖衣，让冰雪演出与高
科技得到了完美结合。

黄锦秋说，冰雪春晚的

后续效应还在发酵，比如我们
看到数据显示，来哈尔滨旅游
的人明显增多了，很多人特意
到冰雪大世界的春晚冰舞台
拍照留念，发到自己的朋友
圈。从长期看，其对黑龙江形
象展示和发展机遇，都会带来
广泛影响。接下来，我们应该
思考，不仅把冰雪产业做大做
强，更要做精做细。在全球一
体化的今天，成为全省最好乃
至全国较好，都已不能满足人
们越来越“高精尖”的精神需
求。你必须是全世界一流的，
用“国际视角”将冰雪产业乃
至演艺项目做精做细，才能得
到世界的认可。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黄锦秋：

用“国际视角”将冰雪产业做精做细

央视春晚哈尔滨分会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本报记者 杨宁舒

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
省杂技团团长薛金升这几天
电话不断，春晚之后，他接受

了国内外数十家媒体的采
访。由黑龙江省杂技团演员
演绎的冰上高跷、空中威亚
等节目，呈现出冰上杂技惊
险、奇特、美轮美奂的艺术特
色，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好评。

薛金升说，晚会主打节
目《冰雪梦飞扬》中，杂技演
员们身穿的 LED灯服，还有
55 厘米特制高跷冰刀上的
LED 灯，都是为晚会特别设
计的，为此增加了脚上的重
量，演员们的表演难度更大
了。但是最终我们克服了困

难，整个节目表演流畅优美，
配合声光电的运用，看起来特
别震撼。在零下28摄氏度这
种极寒天气，省杂技团的演员
们能够完成新的挑战，也足以
证明我省冰上杂技品牌的实
力，还有敢为人先的精神。

薛金升说，最近冰雪春
晚的“后效应”在不断发酵，
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借势造
势，让其成为我省发展冰雪
产业的“助推剂”。他特别强
调说，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和
苹果手机，为什么对全世界

的影响这么大？因为他输出
的是文化，更是生活方式。
我们也应该把冰雪与时尚
相结合，演变成一种生活方
式，卖给全世界。这种生活
方式中包括了冰雪运动、冰
上娱乐项目等，也包括了冰
雪演出、戏剧、展览等内容，
让冰雪与人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同时提高软环境和服
务水准。此外，可以考虑把
冰雪同室内娱乐项目结合，
让冰雪产业向“四季化”方向
发展。

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省杂技团团长薛金升：

将冰雪作为时尚生活方式，销往全世界

□本报记者 董云平

“今年哈尔滨分会场奉上
的冰雪春晚，将歌舞、杂技、花
样滑冰，在冰上舞台精彩呈
现；以冰雪梦幻主题，把人类
利用自然资源，与冰雪互动的
最高境界演绎得淋漓尽至，真
是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
宴！”省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

研究员郭淑梅对冰雪春晚的
精彩呈现赞不绝口。

她说，哈尔滨分会场的冰
雪基调，无论在色彩上还是在
规模上，大气脱俗，高雅压
轴。这种地域性特色的切换，
为冰雪大世界赢得养眼的机
遇。其中的冰上高跷杂技表
演，整个团队配合得天一无
缝，高难度动作，流畅优美的
造型，技压群芳，让人惊叹！

郭淑梅说，此次哈尔滨
冰雪春晚的精彩亮相意义
非凡，开创了春晚第一个冰
雪舞台，展示了黑龙江极寒
的地域风情、人对自然的感
恩、与自然互动的浪漫情怀
和乐观精神，树立了黑龙江
冰雪人文形象；为冰雪科技

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前
景；为冰雪产业包括旅游产
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为开
辟更丰富的冰雪竞技、娱乐
项目提供了机遇。

她说，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绿色
发展理念的点题，如何破
题，对冰雪大省黑龙江是
个挑战。就冰雪旅游、冰
雪娱乐来讲，我省历史悠
久，但是目前冰雪旅游和
娱乐并非一家独大，我省
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在可
持续发展方面，应从冰雪
与高科技结合上下功夫，
寻找突破口。同时，加大品
牌扶持力度，形成规模效

应。另外，就冰雪运动来
讲，我省做得远远不够。这
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体
育产业，无论是打造精品看
台，还是全民健康运动方
面，都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就冰雪产业来讲，
我省在冰雪项目器械、服
饰、玩具等制造业方面，有
巨大的发展空间。她建议
给予生产企业优惠待遇，提
升产品质量，加大宣传力
度，引导中小学生参与冰上
运动，热爱冰雪。更为重要
的是，无论如何发展冰雪旅
游、冰雪娱乐、冰雪竞技，都
不要破坏自然资源，都应把
生态文明放在首位，保护与
利用相结合。

省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研究员郭淑梅：

精彩演绎黑土极寒地域风情

□本报记者 陆少平

哈尔滨首次作为央视春
晚分会场办出了特色、办出
了创新，以冰雪主题向世界

展示具有冰雪艺术元素及
声光电高新技术的冰雪表
演，让观众了解龙江丰富的
冰雪文化品牌和深厚的民
族文化风采。充分发掘出
我们坚冰锁寒江，瑞雪铺大
地的冰雪特色，呈现出龙江
人民勇于创新的思维，开拓
进取的理念，不畏严寒的意
志。哈尔滨以冰为主题成
为春晚舞台纬度最高、温度
最低的分会场，在中央电视
台、世界各大广播电视台、
网络平台大面积播出，使哈

尔滨和龙江冰雪美景迅速
成为热议话题。这是认真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指示精
神和发展理念，是对黑龙江
工业转型升级，借力生态

“东风”，是对我省经济发展
的有利促进。

韩占路为此提出建议：
冰雪文化要有长远规划，确
立明确目标；打造独特的龙
江冰雪品牌；成立专门的冰
雪文化发展小组，从政策上
予以支持；确定文化发展细

则、制定行业标准、用法律
和标准维护大自然赋予龙
江的专利和“特权”；冰雪艺
术要与我省文化艺术、民风
民俗、冰雪运动相配合；建
设大型的冰雪文化博物馆，
展出冰雪文化精品，打造常
年景观。要能一年四季赏
冰雪，年年月月有记忆；设
立专业的冰雪培训机构，让
更多的冰雪爱好者、专业学
校的大学生们有足够的实
践经验，让冰雪文化艺术有
真正的传承。

省美协副主席、省当代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占路:

建设大型冰雪博物馆一年四季赏冰雪

□本报记者 杨宁舒

省社科院应用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小

宁说，龙江冰雪成为央视
春晚的焦点，如梦如幻的
冰 雪 艺 术 配 合 声 光 电 演
出，用“精彩、多彩、出彩”
概 括 也 不 为 过 。 但 我 想
说，这些也仅仅是大美龙
江的冰山一角。黑龙江四
季分明，文化厚重、物产丰
富、特色突出，尤其是冰雪
文化举世闻名。北疆文化
呈现出很强的包容性和开
放性，不仅在历史上历经
了以渤海文化、金源文化、

满族文化为代表的本土文
化，还形成了移民文化、流
人文化等鲜明独特的多元
文化形态，将这些历史文化
资源挖掘出来，发扬光大，
内化于品质、质量，外化于
品牌、产品和生产力。塑造
地域文化、制作精美文创产
品、优化投资环境和旅游环
境，可以为黑龙江创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

刘小宁说，目前我省
需要对冰雪旅游文化产业

进行整体的论证和包装设
计，整合资源，实现产业集
群化。对于文化的创新，
要设立专项课题去研究，
做一个关于冰雪产业系统
的、全面的规划，并在此基
础上制定扶植政策和宣传
推广方案。同时要关注吉
林、辽宁、内蒙古、新疆等
地冰雪产业的发展，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以
全球化的眼光谋划冰雪产
业的发展。

省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小宁：

让“文化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本报记者 董云平

“2017 央视春晚落下帷
幕，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冰雪春晚是中国精神、龙江
特色的创新表达”，黑龙江大

学文学院副院长刘冬颖说。
她说，冰雪春晚绽放冰

雪魅力，用黑龙江的文化语
言与世界进行了对话，哈尔
滨分会场的歌曲《冰雪彩
虹》、舞蹈《冰雪梦飞扬》将中
国精神、大美龙江和现代技
术融汇在一起，以富有时代
感的形式，呈现出当代龙江
人蓬勃的生命状态。开场音
乐有黑龙江地方色彩，和谐、
团圆的氛围中，透露出北方
少数民族音乐特有的喜庆色
彩，年味儿十足，并与画面中
冰雪新年氛围融为一体。看

似很短的一段音乐，却将各
民族和谐美好地生存在这片
热土上的情感表现出来。

刘冬颖说，春晚是最强
大的一个文化传播平台,使得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为我国
冬季旅游最火爆的景区之
一。据报道，从大年初一开
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就占据
了全国旅游搜索的前列。从
正月初一到初三，冰雪大世界
累计入园游客近 11万人，正
月初四入园人数更是达到了
创纪录的 5.5万人，比去年同
期增长10%，累计销售收入超

过 29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15%。

如何利用好这个平台来
彰显龙江魅力、传播龙江精
神，是春晚哈尔滨分会场惊
艳世界后，我们最该思考
的。借着冰雪春晚的热
度，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扶
持具有龙江特色、在全国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艺
术项目，并借助新媒体、自
媒体加大宣传推广；同时
加大创作人才的培养，让
文化的影响力带动黑龙江
魅力形象的提升。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冬颖:

中国精神和龙江特色的创新表达

□本报记者 董云平

“今年春晚，哈尔滨分会
场的三次连线，将哈尔滨的

冰雪美景展示在亿万观众面
前，这对于提升哈尔滨的城
市形象、促进哈尔滨冰雪旅
游经济的大发展，无疑起到
了非常好的作用。事实上，
从大年初一到现在，冰雪大
世界接待游客的火爆程度来
看，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黑
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叶君，对哈尔滨在春
晚上的精彩演出表达了由衷
地赞美之情。

他说，我省有着极其丰

富的旅游资源，只是缺乏足
够的创意去开发，去推广，很
多富有特色的景观还不为人
知。我从湖北来黑龙江生活
工作了 10 年，近年冬天接待
了几波从湖北来的朋友。做
好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升我
们的服务意识，对于发展龙
江经济至关重要。

而从目前的冰雪旅游开
发来看，我省在围绕冰雪文
化的多样性发展上，还有进
一步拓展的空间。目前，还

集中和停留在冰雪运动、看
雪景、吃东北菜等几个有限
的层面，一些项目的开发还
须更深入更细致更多元，将
冰雪旅游与冰雪文化结合上
要再下功夫。比如，能否在
冰雪大世界或中央大街等地
方的冰雕、雪景中，适当增加
一些哈尔滨这个城市文化印
记的展示，增加地方文化名
人展示景区，让外省旅游者
感受到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的
文化底蕴。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君:

让城市文化在冰雕雪景中绽放

□本报记者 陆少平

哈尔滨市影视家协会副
主席、秘书长肖伟表示，全球
25亿人观看央视春晚，今年的
春晚在哈尔滨设立分会场，3
次连线的展示，是为黑龙江冰
雪文化做的最大最成功的一
次营销广告。肖伟认为，发
挥、放大和持续利用好冰雪春

晚的后续效应，将各种文化资
源进行梳理，策划代表寒地冰
雪文化精髓的主题项目，我们
的冰雪文化产品才能够独具
旅游价值和市场竞争潜力，因
而，应借助这次成功广告引
爆冰雪市场，挖潜发力借势
提升,推动我省冰雪旅游文化
产业走向高端与精深。肖伟
说，春晚之后，他的广东朋友

都纷纷打电话表示想来黑龙
江，春晚的继发效应显现，让
冰雪文化视觉上的美感，与
大自然冰冻期完美结合，要
立足如何在硬件上留住冰雪
视觉的美感，挖掘冰雪文化
不光局限于它的战胜严寒的
精神内涵，还要把冰雪文化
玩出高情商高智商，打造立
体化冰雪文化的欢乐海洋。

哈尔滨市影视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肖伟:

留住冰雪文化的视觉美感

□本报记者 陆少平

省龙江剧艺术中心副主
任王良君表示，2016 年省龙
江剧艺术中心演员参加了国
家戏曲晚会，今年，央视春晚
哈尔滨分会场，省龙江剧艺
术中心一共有 12位舞蹈演员
参加了演出，演员们刻苦训
练了半个月，演出当天，演员
们一共上冰表演 56次。演员
们情绪高涨，演出认真感人，

这么冷的天气，有人耳朵、脚
都有冻伤，但没有一个人叫
苦叫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王良君说，这次演出不
仅考验了演员们，龙江剧艺
术中心还总结出了大型重大
演出活动的经验，用四个保
证确保了演出成功，这四个
保证是：组织保证、生活保
证、艺术保证和安全保证。
在排练场，演员们穿着棉大
衣，一遍一遍地刻苦练，要把

最好的精神风貌展现给观
众。在年三十晚上，中心特
意将两台车停在外面，中心
把锅支在了客车上，让演员
吃上了热乎乎的饺子。

王良君认为，今年春晚
我们展现的哈尔滨不仅美
轮美奂，还有很多高科技的
因素，打造龙江冰雪品牌，
必须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在
技术上领先，才能形成冰雪
专利。

省龙江剧艺术中心副主任王良君:

打造龙江冰雪品牌形成冰雪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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