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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邢汉夫
摄/本报记者 张春雷

11 月的亚布力旅游度假区，雪地纯白，天空湛蓝。
滑雪爱好者们乘坐缆车到达三锅盔山峰顶，踩上雪板体
验飞驰而下的快感。作为国际知名的龙江冰雪品牌，亚
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是中国竞技滑雪运动的摇篮和大
众旅游滑雪的肇兴之地。今年，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以冰雪旅游资源为核心，通过不断完善旅游产品结构、
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方式，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冰雪旅
游需求。伴随2024~2025年亚布力冰雪季启幕，满怀对
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的美好期待，亚布力正释放出愈发
强劲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滑雪爱好者慕名而来。

一路畅滑“三山联网”12月中旬开通

11月 20日，记者在亚布力阳光度假村雪具大厅看
到，乘坐旅游大巴到这里的游客正陆续进场，换卡、取
雪具、换装备……穿戴整齐后，他们拿起雪板雪杖，兴
奋地奔向雪场。

乘坐缆车抵达三锅盔山顶部，记者看到身着五颜
六色滑雪服、操着不同口音的滑雪爱好者畅享今冬“第
一滑”，尽情感受“尔滨”冬日的快乐与奇妙。

来自湖南有着10年滑龄的滑雪爱好者张斌告诉记
者，她已经在亚布力滑雪5年了，“亚布力的雪道多且丰
富，不仅有初中高级雪道，还有野雪道，能满足各水平
滑雪爱好者的需求。”

第一次来黑龙江旅游的山东滑友徐冬说：“看到亚
布力开启首滑消息后，我就急着来感受一下。经过一
上午的体验，我感觉无论是缆车、雪道、路牌设置，还是
人员服务、餐饮安排都非常人性化、便利化，在这里滑
雪既放心又开心。”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由大锅盔山、二锅盔山和
三锅盔山梯次排列构成。此前，三座高山由三家主体
独立经营，游客想要体验三家雪道滑雪需反复购票，滑
雪体验不佳。“为丰富滑友们的滑雪体验，今年，亚布力
滑雪旅游度假区整合票务系统、优化收费政策，将于12
月中旬开通‘三山联网’工程，游客手握一卡，便能畅滑

‘三山’56条雪道，享受升级版的配套服务。”亚布力管
委会文旅处负责人杨晓冬告诉记者。

服务提档 滑雪体验再升级

今年，亚布力旅游度假区不断优化软硬件设施，满

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新雪季，新变化。今年，我们不仅新购置了一批

雪板、雪服供游客使用，还引入了知名火锅店以及特色
小吃区，精选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让滑友们的味蕾得
到满足。”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常务副总经理郑敏在接受
采访时说，为了让滑友们有更好的游玩和滑雪体验，今
冬雪场在软硬件方面进行提档升级，度假村的雪具大
厅进行升级改造并扩容，新增休息区、更衣室和餐饮
区。首次打造高山雪圈项目，从缆车中站乘坐雪圈滑
行，全长1.5公里，有望成为爆款项目。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今
年，亚布力旅游度假区除升级改造雪具大厅，还对雪场
雪道进行全面升级，优化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等 6条雪
道及附属造雪系统，新增 3条初级雪道，同时开发地形
公园、夜场滑雪项目，打造新型社交式滑雪场，满足不
同人群的滑雪需求。

“雪场新购置造雪机、压雪车、雪地摩托及大量新
雪板、雪服等设备装备，有效缓解了旅游高峰期的排队
压力，让游客的滑雪体验更加顺畅。宾馆酒店、别墅民
宿再度升级，房间数由去年的 1539 间增至 2473 间，床
位数达5140个。”杨晓冬告诉记者。

丰富产品业态 游客一站式畅玩

亚布力的美，源于雪，但却不止于雪。作为“滑雪胜
地”的亚布力，通过不断完善旅游产品结构，满足游客日
益增长的冰雪旅游需求，推进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

为打造亚布力国际化品牌，亚布力今年还加大知
名餐饮品牌招商，引进星巴克、牛肉牛味、音乐酒吧等
知名餐饮品牌入驻，满足游客餐饮休闲需求。同时，加
大“亚布力好礼”文创产品开发力度，以亚布力冰雪景
观、冰雪体育、冰雪民俗等为背景，在多元文创产品上

实现创新创造，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为给游客更好的体验，亚布力启动了冰雪文化展

馆建设，预计12月末竣工投入使用。这座沉浸式、数字
化的亚布力冰雪文化展馆，通过冰雪情缘、冰雪盛景、
冰雪胜地三个篇章，充分展现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和
亚布力冰雪五十载文化基因。

“如今，亚布力的旅游产品较为丰富，这也是资
源整合、联合经营的体现。今年，我们还着重设计了
滑雪、温泉、餐饮等组合型产品供游客选择，希望以
此丰富游客体验，提升游客游玩的便捷性。”杨晓冬
表示。

新雪季，亚布力
□本报记者 莫丽萍

研究历史文化的不乏其人，宣传
历史文化的也是应者云集，但以“活
化”历史建筑为己任、传承城市文脉
的践行者，却为数不多，而宋兴文，便
是后者当中耀眼的一个。

今年 51 岁的宋兴文，是哈尔滨
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哈尔滨市历史
文化建筑保护传承课题研究工作组
成员，也是近年来哈尔滨多处历史建
筑“活化”的背后推动者。

他盘活了同盛泰货店（拾楼壹
號）、江畔餐厅、端街4号奥谢金斯基
大楼、横道河子中东铁路护路军住宅
等老建筑。

记者跟随宋兴文的“活化”之路，
探寻他的内心世界，捕捉他的思想之
光。

亚冬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注定
了今冬哈尔滨冰雪季的不同寻常。

为赶上这波流量，宋兴文兴建的
第二家民宿——老俄侨，日前开业了。

在他三年的努力下，位于中央大
街与端街交口处的奥谢金斯基大楼，
成为了一座“文化复合体”：一楼门市
是俄侨菜馆，二楼西侧是俄侨家庭咖
啡馆，另一侧是老俄侨民宿，后院则
是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端街
博物馆”。

为何会是这样的组合？宋兴文
说：“老建筑的背后，有着丰富而精
彩的历史故事，希望人们不仅能够
看到它们的外表，更能感触到它们
的灵魂。”

在博物馆里逛一逛，一件件实物
会让你打开尘封的百年记忆；在俄侨
菜馆里点上一餐，味蕾会记住俄侨主
厨烧制的纯正的俄罗斯味道；咖啡厅
里坐一坐，优雅而时尚的生活氛围，使
你不由自主地提升了格调；在民宿里
住上几晚，听着俄罗斯原版唱片，欣赏
着俄式家具，细细品读书桌上的《哈尔
滨俄侨史》《松花江畔紫丁香》，可沉浸
式体验哈尔滨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种“复合体”，系统化地再现了
当年哈尔滨作为“国际之都”的一
面。宋兴文希望自己探索出的这种
模式，能给他人提供一些启示，从而
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建筑的“活
化利用”中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哈尔
滨、爱上哈尔滨。

哈尔滨是因中东铁路而兴起的
城市，这确定了哈尔滨从建城之初的

“国际化”底色。
对此，宋兴文认为：“哈尔滨在东

北，但‘东北大花’不是哈尔滨的文

化。”他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深切呼
唤：“活化”历史建筑，要展现出哈尔
滨“国际化”的基因。

哈尔滨有着“东方莫斯科”“东方
小巴黎”的美誉。正如朱自清等文人
所言：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建设初期，
哈尔滨满大街都是外国人。

外国侨民的吃住行，极大地影响
了哈尔滨人的生活。今天我们爱吃
的红肠、面包，爱喝的啤酒、罗宋汤，
以及道外民族工商业建立的巴洛克
式的建筑等，都与城源历史有关。“在
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赓续城市文脉是
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宋兴文说。

宋 兴 文 并 不 是 历 史 专 业“ 出
身”。2007年，34岁的宋兴文利用自
己平面设计师的专长，编绘了第一版

《哈尔滨美食地图》。为收集“老字
号”的故事，他的足迹踏遍城市各个
角落，寻访旧址古迹，收藏城史文
物。由此，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

宋兴文发现自己家乡“不一样”：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建筑风格都是中式
古建，而哈尔滨却多为欧陆风格的建
筑。这让宋兴文下定决心：不仅研究
哈尔滨的历史、宣传哈尔滨的文化，更
要成为“活化”历史建筑的践行者。

随着研究和收藏的深入，宋兴文
对哈尔滨的历史建筑以及其独特的历
史文化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

2017 年，受有关单位委托，他成
功“复活”了哈尔滨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一类保护建筑——江畔餐厅，由
此开启了修缮“活化”哈尔滨多栋历
史建筑的生涯。

在政府的支持下，2021 年，宋兴
文将空置的横道河子镇圣母进堂教
堂，打造成中东铁路博物馆。2023
年，利用中华巴洛克历史街区的老建
筑，创办了傅家甸城史文物馆。同年
在尚志大街上，将一座折衷主义风格
的三层转角楼，打造成“哈埠菜历史
收藏馆”（拾楼壹號），将历史建筑、文
化餐厅、博物馆融为了一体。

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哈尔滨不
可移动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有600多
栋，其中历史建筑247处。老建筑资源
丰富，但一些百岁高龄的老建筑还处
于闲置状态。宋兴文说：“中央大街区
域的23条辅街中有20余栋保留了原
真性的历史建筑，亟待被‘唤醒’。”

历史建筑是从时光中走来的
“哈尔滨的名片”，具有亘古常新的
生命力。如何让它们“活起来”“火
下去”，还需要更多的“宋兴文们”，
以情怀、以匠心，去挖掘、去探索、去
践行……

做传承城市文脉的践行者

□文/摄 本报记者 王迪

21 日 7 时，随着汽笛一声长鸣，Y681
次“福鹿雪国号”旅游专列在哈尔滨站缓
缓启动。这趟专列搭载了来自长三角、珠
三角地区的100余名游客，他们将前往阿
里河、漠河等地，开启一场为期八天的“找
北”之旅。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
限公司今冬开行的首趟冰雪旅游专列，助
力“尔滨”喜迎八方来客。

“我一直向往黑龙江的冰雪美景，可
以说是慕名而来。这次能乘坐旅游专列
深入体验去漠河‘找北’，真是太棒了！”来
自广东的游客张女士说。另一位江西游
客李女士也表示，她对黑龙江的少数民族
文化非常感兴趣，期待能在这次旅行中深
入了解鄂伦春族的文化和历史。言语间，
都是对这次旅行的期待。

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郑
海红介绍，本次开行的哈尔滨—亚布力—
阿里河—漠河—哈尔滨旅游专列，线路不
仅涵盖了雪乡、北极村等热门景点，还融

入了鄂伦春民族博物馆、鲜卑发源地嘎仙
洞等独特文化元素，让游客在欣赏美景、
品尝特色美食的同时，也能深入体验黑龙
江的少数民族文化。

在“福鹿雪国号”旅游专列上，可以
看到别具一格的装饰，在 5 节软卧车厢
内，卧具和抱枕均以冰雪、民俗文化为主
题进行了装饰，有着浓厚的东北民俗氛
围。与普通列车相比，Y681 次旅游专列
在运输的同时，更贴心地跟随游客至每
一站点。游客下车游览时，可将行李安
心寄存在车上，轻装上阵，尽情享受旅行
的乐趣。此外，专列还配备了列车管家
和随车队医，确保游客在旅途中的安全
和舒适。

年底前，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还计划开行亚布力、漠河、海拉尔、伊
春等方向28列冰雪旅游专列。随着哈尔
滨至亚布力西站高铁动车组的增至 34
列，以及哈尔滨至亚布力南站普速列车运
行时间的缩短，龙江冰雪游将更加便捷高
效，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乘“福鹿雪国号”踏上“找北”之旅

车厢内特色装饰。

近日，亚布力旅游度假区滑雪的游客量逐渐增加，
在亚布力熊猫馆，憨态可掬的熊猫思嘉将可爱的一面
展露给前来观光的游客，思嘉爬上木梯，上身扶着栏
杆，下身展示标准大劈叉，望向落日的方向，灵动的双
脚不时点着“节拍”，萌态十足。 本报记者 张春雷摄

滑完雪看熊猫

本报讯（记者张澍）20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一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
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我省男女排获
得参赛资格。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
局、教育部联合主办，湖南省人民政府
承办，于11月20~28日在长沙市、岳阳
市进行足球、篮球与排球的比赛。根
据竞赛日程安排，男子足球、女子排球
已于11月17日在长沙开赛。

据悉，我省的男排与女排两支球
队参加本次决赛阶段的比赛，男排以

齐齐哈尔市第一中学为班底组建，女
排以铁力市第一中学为班底组成。

开幕式以参加三大球运动会的
青少年运动员为主角，以足、篮、排三
大球为主题，为广大青少年群体打造
一场独有的、喜闻乐见的三大球主题
嘉年华。参加本次开幕式的演员超
过1300人，以在校学生和青少年表演
者为主。

我省女排与浙江女排对战。
本报记者 张澍摄

龙江男、女排亮相全国第一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

本报讯（记者曲静）近日，由牡丹
江市营商环境局编制的四个数字政
府建设地方标准——《数字政府建设
服务规范》《数字政府运维服务规范》

《数字政府建设服务评价规范》《数字
政府运维服务评价规范》正式发布。
这一创新性成果在全国已发布的地
方标准中具有示范性意义，为牡丹江
市数字政府建设开启了崭新篇章，同
时也为其他地区相关标准的制订树
立了标杆。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地方标准
意义重大，在全国地方标准中尚属
首例。牡丹江市围绕数字政府建
设、运维和评价等方面，探索研究标
准化编制工作，以标准化引领规范
数字政府建设，为全市数字政府建

设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其他
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科学的

“标准参考”。
省标准化评审小组表示：“经检

索在当前的参考文献、数据资源或公
开可访问的资料中，未发现直接针对
本次申报主题的具体标准或规范，这
类标准比较新颖，实用价值较高，值
得推荐。”四个地方标准贯穿了数字
政府建设、运维和评价的各个关键环
节。从项目建设的规范到监督管理
的强化，从明确运维服务的人员配置
到技术、资源的合理安排，建立了科
学有效的建设、运维评价指标体系，
规范了严谨细致的评价过程，有力指
导数字政府项目建设和运维服务质
效全方位提升。

牡丹江市发布四个数字政府建设地方标准

游客搭乘魔毯上山游客搭乘魔毯上山。。小游客体验滑雪小游客体验滑雪。。

21 日，哈尔滨市迎来了降雪。雪花纷纷扬扬从空中飘
下，在各处景点，游客们兴奋地在雪中拍照，记录下精彩瞬
间，感受降雪带来的乐趣。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冰城

本报讯（记者刘心杨）20 日，2023~2024 年
度黑龙江省花样滑冰锦标赛在省冰上训练中心
综合馆落下帷幕，15个小项的最终名次也随之
尘埃落定。作为本次比赛名气最大的参赛运动
员，代表哈尔滨市冬季运动项目训练中心出战
的王一涵以总分 173.45分的成绩，毫无悬念地
拿到了成年组女子单人滑比赛的冠军。同日进
行的成年冰舞的比赛中，来自哈尔滨市冬季运
动项目训练中心的崔浩然/赵俊淇夺得成年冰
舞的冠军。

王一涵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全省花样滑冰
锦标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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