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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公益冰场的冬日写意

□文/本报记者 樊金钢
摄/本报记者 蒋国红

银装素裹的冰城，酣
畅淋漓的冰上狂欢。随着
冰雪旅游旺季的到来，外
地游客日益增多。哈尔滨
市今冬做“火”城市冰雪氛
围，陆续辟建公益冰场满
足市民上冰雪需求。与此
同时，本地市民也以各种
形式参与到沸腾冰雪季
中，乐享冰雪文化。公益
冰场，成为市民挥洒冬日
快意的一方乐土。

□文/摄 崔栋博 衣天赐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冰雪之雄令人震撼，冰雪之奇令人炫目，冰
雪之美令人惊叹。12月 9日，“智取之道·穿林
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徒步挑战活动在黑龙江凤
凰山中国雪谷景区举办。来自国内外的 128名
徒步爱好者汇聚于此，用徒步的方式感受冰雪
奇观，体验冬日健身的乐趣。

在挑战赛之前，来自广东的李大姐和其他
队员正在参加包饺子活动。她对记者说：“我第
一次来黑龙江，雪谷景区景色好，人也热情，大
家一起包饺子、煮饺子，像过年一样热闹。”

挑战者们从中国雪谷景区出发，途经雪谷
不冻河、穿越茶馆、伐木嘞休息区、野猪林、神鹿
休息区和羊草山顶，最终抵达中国雪乡，全程总
计15公里。

登山步道两侧覆盖着皑皑白雪，选手在完
成登山项目时，不但身体得到了锻炼，还可一睹
林海雪原壮美的自然奇观，在山顶俯瞰雪谷冬
季风光，别有一番风味。本次挑战赛的总冠军
汪来典来自安徽，他感叹道：“凤凰山海拔高，前
两天又下了一场雪，林海、云雾、冰瀑……冰雪
胜景一路层出不穷，美得震撼！”

良好的生态资源是凤凰山景区的独特之
处，纯净的冰雪景色和淳朴的民俗民风，给参赛
者和游客带来了全新体验，大家纷纷在“勇者穿
越”石碑处拍照留念，表示不虚此行！

凤凰山景区以丰富的冰雪资源吸引着海内
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成为龙江旅游的著名打
卡地。

□文/摄 付红芹 本报记者 张雪地

冬天，就喜欢找“冷”，哪冷哪人多！这
不，还没迈进牡丹江中兴滑雪场大门，就听
见一串串快乐的笑声。

“冬天就要放肆嗨！”带着孩子来体验滑
雪的张先生笑着说，他和爱人都是滑雪爱好
者，孩子也要从小培养。拿起滑雪板，穿上
雪服，6岁的小姑娘还真像那么回事，从小就
感受滑雪的魅力。

“哈哈！我要飞起来了！”最受欢迎的
项目当然是雪圈。大人小孩乐此不疲地
扛着雪圈爬上山顶，感受一跃而下的刺
激。来自江苏的游客说：“我一直不明白，
那么冷，大家都爱滑雪。现在我懂了，真
是谁玩谁知道！”说着，她又拽着雪圈上了
滑道。

转轮、雪地摩托、橡胶船、漂移、雪圈……
所有项目玩下来，浑身暖洋洋，爽！

“来这就为了这口正宗的牛肉汤饭。大
米饭可劲造。这是我们吃货的追求！”牡丹
江市民赵先生说。现在滑雪场和市区通车
了，来回很方便，一天有两趟。雪场位于牡
丹江市西安区朝鲜民族特色村——中兴村，
2018年正式营业以来，游客稳中有增，吸引
了一大批滑雪爱好者来嬉雪。

1000平方米的滑雪大厅设备齐全，还特
意给滑雪爱好者准备了韩国牛肉汤饭馆，饭
馆就在中兴村朝鲜民族风情园内，不仅可以
品尝到正宗的韩国牛肉汤饭，关键是米饭不
限量。

随着雪季的到来，全省乃至全国的小伙
伴已经迫不及待来到滑雪场燃烧卡路里，到
冰天雪地中享受浪漫与激情。

滑雪爱好者在嬉雪。

□本报记者 李淅

12月 12日，随着富锦市邵店渔村冰雪乐园
盛装开门迎客，富锦市的冰雪旅游“沸腾”了起
来。而“冰雪大溶洞”是今年富锦冬季旅游的最
大特色。

俗话说：“南方无冰雪，北方无溶洞。”而今
年冬季，富锦市的小河子农庄冰雪大世界和邵
店渔村冰雪乐园分别量身打造了“冰雪大溶
洞”，将溶洞元素与冰雪元素完美结合，形成了
美轮美奂的冰雪奇观。夜幕降临后，由冰雪浇
筑而成的“冰溶洞”“冰山”“冰川”与五光十色的
彩灯，组成了犹如发光的钟乳石般奇特的夜间
冰雪景观，晶莹剔透，亦真亦幻。游客在“冰雪
大溶洞”徜徉踱步，如同置身炫彩仙境，尽情感
受色彩与冰雪的浪漫碰撞。

富锦市有个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小河子
农庄，位于乌尔古力山脚下。自 12月 2日开门
迎客以来，日均1000余名游客慕名来。此外，小
河子农庄冰雪大世界还精心建设了“雪地迷魂
阵”“冰凌谷”等冰雪项目，让游客们远离城市的
压力和烦恼，与冰雪亲密互动。

邵店渔村位于富锦市大榆树镇北3公里处，
以香醇可口的“炖鱼”闻名。今冬，他们以富锦
本土旅游文化倾力打造了“冰雪体验”式的邵店
渔村冰雪乐园，展现了“北国粮都”美丽富锦的
独特冰雪旅游魅力。除了“冰雪大溶洞”之外，
邵店渔村冰雪乐园还有众多冰雪体育项目。玩
累了，还有地道丰盛的精品鱼锅、小家鸡炖蘑菇
粉、大鹅炖酸菜、秘制卤味、牛肉宴、全羊宴等东
北菜, 让游客大饱口福，吃个过瘾！

冰雪溶洞美轮美奂

□文/摄 本报记者 孟薇薇

高大上的星级酒店是一个城市餐饮
的门面，那些传承已久的“老味道”则是一
个城市美食的灵魂。到冰城寻找“老字
号”，尝尝“老味道”，是很多游人最感兴趣
的事。

11日，记者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
史街区就碰到一些专门来此寻味的游
客。他们有的赞叹：“实在是太好吃了！”
有的惊讶：“这么冷的天咋还有人排队
吃？”更多的人是感慨：“没想到这么多年
过去了，还能吃到小时候那个味道！”

红江包子铺，是一家百年老店，来自
江西的李岩就是专程到这里吃排骨包子
的。“我们全家搬到江西十几年了，这次趁
着休年假，我陪母亲故地重游，没想到还
能品尝到当年的老味儿排骨包子。”

王青松是这家店的第三代传人，他
说，排骨包子是哈尔滨的老字号名小吃。
提起排骨包子，就不得不说魁元阁——排
骨包子正宗的源头，红江包子铺的老店主

王敬修曾在该店工作多年。五十年代公私
合营后，魁元阁停业，王敬修培养儿子王滨
生拜一代名厨徐俊玉为师，历练多年后成
为国家一级厨师。后开办“红江饭店”（即
现今的红江包子铺），将排骨包子和传统鲁
菜发扬光大，成就了这一百年的老字号。

如今，王青松对店面环境、服务、卫
生、摆盘等方面都进行了多次改进，却唯
独店里的排骨包子和经典老菜坚持百年
不变。

离红江包子铺不远，是另一家九十多
年的老店——红光馄饨馆，他家的镇店之
宝——棋子肉火勺、叉子烧饼、鸡丝馄饨，
都是新老顾客的最爱。正在店内用餐的
老邻居张长江笑言：“我家在红光馄饨馆
吃饭，现在话说都吃到第四代人了，隔三
差五就要来解解馋，尤其是店里的老式熏
酱，时间长了不吃，想得慌。”

同王青松一样，石杰也是第三代传
人。1930年爷爷石景顺带着父亲石锡山

“闯关东”来到哈尔滨，在位于道外区景阳
街 313号开了这家红光馄饨馆，“温泉浴
池泡个澡，红光饭店吃个饱”成为当时人
们津津乐道的一大快事。2014年在道外
区重建中华巴洛克历史保护街区时，红光
馄饨馆搬迁到了这里。

对于馄饨，石杰不仅会做，讲起来也
是津津有味：“相传远在春秋时代，薛城遗
址发掘中即有馄饨出土，古代认为馄饨是
一种密封的包子，没有七窍，所以称为‘浑
沌’。后来依据造字规则，才成为馄饨。红
光馄饨馆坚持老传统，老味儿鸡丝馄饨配
料齐全，特点就是皮薄馅大、晶莹剔透。”

“这馄饨你就放心吃吧，我们全家都
吃了几十年了。”张长江边吃边跟身边的
游客交流着，“大冷天吃碗馄饨，从里到外
都暖和了。”

红江包子铺的包子。

那些勾人回忆的“老味道”

多布库尔河，达斡尔语意
为宽广美丽的河，流经大兴安
岭松岭区全境，是嫩江之源
最大的支流和四季风光最
美的河段，在冬日暖阳下

宛若梦幻之中的童话世界。
旖旎的多布库尔河伴随

着冬的脚步，结出透明的冰
面，冰面之上生出千姿百态的冰

花，两岸的红柳挂满了雾凇。初
生的太阳照在两岸的红柳，映红蓝

蓝的河水，冷艳中透着清爽，暖阳下
含着柔情。

刘万明 本报记者 刘大泳摄

呼中区位于大兴安岭伊勒
呼 里 山 北 麓 ，年 平 均 气
温-4.3℃，每年-40℃以下的
气温达30多天，有“中国最冷
小镇”“红毛柳之乡”的美誉。

12月，是呼中冬季里最美的
时节，“速冻”模式的开启，让人感
到冷的清新、自然、惬意。河面的水
慢慢缩小，雾凇也在不停地更换着

“衣裳”厚度，鱼儿在冰下畅游，鸟儿在
枝头鸣叫……在这净与静的时空里，人
们仿佛忘却了这极致的寒冷，将最美的记忆定
格在这魅力的冬季。

田云祥 本报记者 刘大泳摄

呼玛县坐落于大兴安岭伊勒
呼里山东麓，是我省边境线最长
的县份，也是我省正在精心打
造的边境旅游廊道 331 国道
上的重要打卡地，素有“黑
水镶边黄金铺路”之美誉。

每年10月中下旬，随着
气温的逐渐下降，中俄界江黑
龙江开始进入封江期，这时江
面上会呈现大面积流冰景象，冰
块从最初的碎、小、薄，逐渐慢慢增
大、增厚、增多，进而变成熙熙攘攘、
接连成片、满江浮冰顺流而下的壮观
景象。 周长平 本报记者 刘大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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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布库尔河

黛秀湖公园
“等我一下，马上过去。”刚打完一

场冰球的李志强满头大汗，特别兴
奋。刚歇了一会儿，他就招呼同伴准
备再次上场。“我特意来这里打冰球。
周一到周五的中午，我和朋友们经常
来玩冰球。”李志强对记者说。

不远处，一些老人、孩子在抽着冰
尜，甩鞭子的清脆声音此起彼伏。“我
家就在附近，基本上天天来抽冰尜。”
74岁的赵贵丰告诉记者。

“噗通！”一个小朋友在附近摔倒
了。7岁的陈浩然和家长第一次来滑
冰，跌跌撞撞在所难免。虽然摔了一
跤，他却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家就在朝鲜族第一中学附近
住，听说这儿有公益冰场，就赶过来
了。每天练习速滑一个多小时。每天
来滑冰的市民都得有 100多人吧。”滑
冰爱好者吴同财说。

香坊区文旅局科长周金龙告诉记
者，黛秀湖公园公益冰场一共三块，分

为冰尜、冰球、速滑区域，总面积 6000
平方米以上，11月中旬开放。

阿城区
进入冬季，冰上运动逐渐“热”了

起来。阿城区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长
王文学告诉记者，阿城区公益冰场已陆
续开放7块，其中有2块建在乡镇，均建
立在公共场地。区里这些冰场每天接待
市民大约3000多人次。预计中小学放假
后，上冰的群众会增加。另外，区里每年
还购买冰刀，免费发放给中小学生。

马家沟河面
一些市民还利用内河开展冰上运

动，自得其乐。记者 12日在儿童公园
附近的马家沟河面上看见，很多市民
在此运动。

“我基本天天下午在这玩冰球，临
时在冰面上设个小场地，专业和业余
选手都有。”王文秀说。70多岁的张大
爷熟练地抽打着纯铜中空的风尜。伴
着鸣响的冰尜声，他告诉记者，今年马

家沟河面的冰很干净，很多市民都在
这里运动。

湘江公园
在哈尔滨市，有些气膜馆提供公

益时段，供市民开展冰上运动。南岗
区湘江公园冰上运动中心的公益时段
就颇受欢迎。

“打电话预约就能免费滑冰，每天
早晨都能滑上一个半小时。只需自带
冰刀，环境、卫生、服务态度都挺好。”
69岁的刘雅珍告诉记者，自己经常与
业余滑冰队友结伴前往速滑。湘江公
园冰上运动中心经理说，周一至周五
每天早 6 点至 8 点半，对大众免费开
放，每天接待 45至 60人之间。

在这个气膜馆，还专门为 3 至 11
周岁的孩子在公益时段提供体验滑冰
服务。1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一队孩
子在冰场外围体验滑冰的基础动作，
认真学习要领。现场教练说，当天有
近 20名孩子来免费体验基础滑冰。

富锦市的“冰雪溶洞”。
图片由富锦旅游建设发展中心提供挑战赛现场。

←↑市民在儿童公园附近的马家沟河面上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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