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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聚焦

□文/摄 本报记者 崔立东

在锅盔山脚下仰望亚布力滑雪场，褐色的山体上，条条雪道泛着
的银白，通向天边。从海拔1000多米的山上俯瞰，这些雪道又似一条
条洁白的哈达，从天上铺向人间。山巅之上，山脚之下。眼前这座青
山不由让人心生肃穆，那是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动。

“天下几处雪，唯有这座山”。这是大自然对亚布力独有的偏爱。

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巴洛克
街区，许多南方游客来此参观游览。

徜徉在百年街区里，游客们观
赏雪人，拍摄冰雕，品尝老字号饭店
的美食。

南二道街，一家饭店门口摆放
着多个冰桶，里面分别装着粘豆包、
冻梨、冻柿子等，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

南三道街上，一面玫瑰冰墙吸
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这座冰墙
长 16 米、高 1.8 米，一束束红色玫瑰
镶嵌其中，美丽又浪漫。

1月7日，来自俄罗斯的近百名“小套娃”来到
海林市横道河子镇开展研学和文化交流活动，打
卡七里地生态村和东北虎林园，尽情享受林海雪
原冬日里的浪漫与美好。

冬日的七里地生态村银装素裹，“小套娃”们沿
着金沟水街漫步，道路两侧原汁原味的东北乡村美
景，让“小套娃”们感受到了来自异国文化的魅力。

为了感谢中方的热情好客，爱好歌舞的“小套
娃”们还在雪地上来了一段歌舞表演，吸引了不少
游人围观。

一位俄罗斯“小套娃”说：“一切都很新奇，不
同的文化，不同的人，觉得中国人很善良。”

在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小套娃”们乘坐观
光车，来到野化训练区。在皑皑白雪中，东北虎们

姿态各异，有的在悠哉散步，有的在互相打闹，十
分惹人喜爱。在游览步行区，“小套娃”近距离与
东北虎互动，进一步了解东北虎的生活习性和保
护价值。

牡丹江青旅俄罗斯事务部负责人宋北大介绍
说：“我们做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工作已经很多年
了，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玩雪，对老虎也非常喜欢。
这次带俄罗斯的小朋友们参观了这里的冰雪风情
和东北虎林园，感觉横道河子是一个特别好的地
方。”

也有牡丹江网友表示，随时欢迎“小沙糖桔”
“小熊猫”“小豫米”“小套娃”来到牡丹江，牡丹江
人民愿意给全世界“带娃”。

图片由海林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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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雪之门”

亚布力镇青山村，是青山脚下距离亚布力
滑雪场最近的村落，距离亚布力滑雪场不足 5
公里。没有滑雪场时，在青山村民眼里，眼前这
个亚洲最大的滑雪场不过是一个叫“锅盔”的
山，它由大锅盔山、二锅盔山、三锅盔山组成了

“锅盔三山”。自从有了滑雪场，这山名逐渐被
人淡忘，滑雪发烧友自顾纵情挥洒、放飞自我
……正应了省滑雪协会副主席姜一海的那句感
慨——“世事苍茫一板雪，人生起伏两杖间”。

对滑雪发烧友来说，心目中只有雪和雪道，
只有这片世界雪场和滑雪胜地。每年 11 月至
次年 3 月，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发烧友热切地
聚集到这里。

亚布力的雪好在哪里？
亚布力滑雪场地处北纬 45 度“黄金纬度

带”，属湿润性季风气候，气候条件独特。其大
锅盔山年降雪量在 1 至 1.5 米之间，其雪质好，
为粒状雪，结实，耐滑。这里入冬早，开春晚；降
雪早，融雪慢，雪期长。积雪期长达 170 天，滑
雪期可达150天。

亚布力的滑雪场好在哪里？
亚布力滑雪场地处长白山系支脉张广财岭

的余脉，锅盔三山所环绕的广阔腹地，拥有得天
独厚的山形地貌和自然条件，群山起伏、山高坡
缓、降雪丰沛，亚布力滑雪场独占地利。

作为中国大众旅游滑雪的肇兴之地，这里
是中国竞技滑雪运动的摇篮，是大众滑雪的发
祥地，滑雪旅游从这里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
户，被誉为中国“雪之门”。大自然不经意的挥
洒，给了亚布力泼天的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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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流量满满！
青山人性格刚毅而不乏柔性，正如亚布力的雪。
烟火里的青山村村民，早起推开门，抬眼便可望见远

处的锅盔山，山上条条雪道如银白的飘带流淌到家门
口。在村民心里，滑雪场还是山，这是村民心目中的金山
银山。

沿亚雪公路过亚布力镇南20公里就到了青山村，再
往前 5 公里，就是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锅盔山脚下
的青山村如今完全变了模样，街路整洁，房舍漂亮，院落
干净，就连在农村司空见惯的鸡鸭鹅狗也规规矩矩待在
笼子里，曾经缭绕在小村上空的炊烟早已烟消雾散。

自从有了亚布力滑雪场，山脚下的青山村改变了农
村固有的生活习惯，放弃了眼前利益。菜园、耕地控药控
肥，生活污水、人畜粪便集中处理，取暖做饭改用清洁能
源。

早年间，散煤价格便宜，青山村烧火做饭都用散煤，
一到冬天，房前屋后白雪之上覆上一层黑煤灰。为了守
护这片雪的洁净，起先，村民主动放弃散煤改烧柴草；后
来，村民烧火做饭改用天然气；再后来，在当地政府倡导
和扶持下，2019年开始，青山村全村改用空气能取暖。

改变村民传统生活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村党支
部书记白玉深有感慨：全村295户，7万多平方米，总投入
2275.74 万元，“这笔投入真是下血本了！”当地政府在亚
布力滑雪场周边村屯用于空气能改造的总投资达到4500
多万元。在当地政府积极倡导和有力推动下，截至 2023
年底，亚布力镇6116户使用清洁能源。

这还不算，青山村农民家的厕所和生活污水全部走
管网，直接进入镇里的污水处理厂，“一天的垃圾清运、处
理的费用就要 300 元！”亚布力镇副镇长陈光利说，为了
守护好眼前这座青山，青山村人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做出
了不小的牺牲，现在看，小牺牲换来了大收益。全村兴办
了 77家民宿，平均每家年盈利在 20万元以上，乡亲们不
仅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还实现了致富奔小康的目
标。村里仅民宿一项年收入可达1500万元，人均年收入
达到4万元，成为尚志市的首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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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利说，青山村有 295 户的人家，900 多口
人，全村没有人口外流。

不仅不外流，还有回流。50 岁的张丽华便是
其中之一。10 年前，她和两个妹妹从外乡来到青
山村办农家乐、“吃滑雪饭”。张丽华领办的“三姐
妹农家院”在亚布力滑雪场是相当有名的，不论活
动多忙，档期多紧，一些来亚布力参加活动的商
贾、明星、大咖都会抽空来她家小酌一杯。三姐妹
农家院的特色是食材全部取自亚布力锅盔三山林
中的特产，山里的蘑菇木耳野菜，林下养殖的鸡鸭
鹅都是食客们的最爱，菜系主打一个“家常菜”，烹
饪主打一个“不放调料”。“配菜、上灶、端盘子，姐
仨各有分工，一年轻松赚上二十来个（万元）。”

“吃滑雪饭”的不仅仅是“三姐妹”，守在滑雪
场的青山人还有一项你意想不到的技能——导
滑。青山人会滑雪也是出了名的，男女老少齐上
阵，每家至少有一个会滑的。不会滑雪的人，在青
山村属于个别、少数。“青山盛产滑雪教练！”白玉
指了下远处的滑雪场说，不愿意外出的年轻人都
在山上呢，做陪练、当导滑收入不菲，目前，活跃在
亚布力滑雪场的导滑不下200人。岁月更迭，新人
辈出，四十多年间，背靠亚布力滑雪场的青山村至
少培养出 2000多名滑雪教练和管理人才，并输送
到北京、新疆等地的许多滑雪场。

“雪白＋天蓝，是大自然对亚布力的馈赠，也
是亚布力人努力和付出的结果。”陈光利自豪地
说，亚布力自然景观奇丽，生态环境优良，森林覆
盖率高达 96%，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到
50000个，被誉为“绿色博物馆，天然大氧吧”。

来自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自
2021 年 1 月开始，亚布力优良天数就达到“满月”
（30 天），并保持常年持续稳定状态。2023 年冬季

（10—12月）优良天数达到90天。优良的生态给亚
布力带来了巨大流量，本雪季，亚布力滑雪旅游度
假区迎来了滑雪旅游高峰。截至 2024 年 1 月 3 日
统计，本雪季，亚布力已累计接待游客 34.25 万人
次，日均接待游客量 6300 人次，单日最大接待量
1.4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增长67%。

来自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消息称，
本雪季，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推出了一系列参
与性强、体验性高、趣味性浓的特色活动，凭借其
高标准的顶级雪道、优质的滑雪体验、细致的滑雪
服务，吸引了大量滑雪爱好者。

相关负责人杨晓冬介绍，今冬，亚布力滑雪旅
游度假区以“相约亚冬会·畅享雪生活”为主题，围
绕“热雪”“驭雪”“乐雪”“酷雪”四大主题，推出“滑
雪+旅游”“滑雪+文化”“滑雪+体育”“滑雪+研学”

“滑雪+商贸”五大板块，50余项形式丰富、种类多
样的主题活动，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冰雪的广度和
温度。

亚布力滑雪场吸引了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
旅游业改变了青山村村民传统观念、精神面貌，也
改变了青山村的模样，让这个古老的小山村焕发
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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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游客打卡巴洛克街区。

与冰景合个影与冰景合个影
购买哈尔滨当购买哈尔滨当

地地特产美食特产美食。。
俄罗斯俄罗斯““小套娃小套娃”。”。

边走边聊。

打卡七里地打卡七里地。。

亚布力雪景亚布力雪景。。

亚布力滑雪场俯瞰亚布力滑雪场俯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