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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全民健身蔚然成风、
康养旅居蓬勃发展……金秋十月，行走在东
北大地，新风扑面。近年来，以文旅、体育、康
养为代表的“新三样”，正引领老工业基地逐
步从传统工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为东
北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文旅：人文交融热潮涌动

加入《白毛女》剧情的“长影NPC”沉浸
式游览、优化舞美效果的红色舞台剧《长歌影
魂》、结合旅拍推出的“电影汽车派对”长影道
具车展……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位于吉林
长春的长影旧址博物馆不断推陈出新，丰富
的主题活动和旅游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
前来观光打卡，感受长春这座“电影城”的魅
力。

“10月 2日当天入馆人数超 1万人次，创
建馆以来历史新高。”长影旧址博物馆馆长叶
子龙说，“文旅融合激发了电影工业遗产的生
命力，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可行路径。”

从“一地一季”变“全域全季”，东北文旅
市场延续了近年来的发展势头。美团数据显
示，10月以来，辽宁“赏秋”相关搜索热度同比
增长 163%，排名前五位的搜索城市是大连、
沈阳、丹东、本溪、抚顺；这个国庆假期，黑龙
江累计接待游客 2017.8万人次，日均值同比
增长13.1%；吉林省各大景区在国庆期间组织
开展百余项文旅活动，全省97家5A、4A级旅
游景区接待游客、旅游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11.8%、24.2%。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长春、沈阳、哈尔
滨等地积极推动馆城结合，不断打造新场
景，开拓文旅融合新模式。中国（沈阳）工业

博物馆与德氏推出联名定制款文创冰淇淋，
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推出特色打卡印章和
老爷车模型……各色好看、好吃、好玩的文
创新品，将历史文化与现代设计相融合，不
仅丰富游客文旅体验，还在不断提升城市对
外影响力。

11月中旬，吉林各大滑雪场即将“开板”。
在位于吉林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内
的北大湖滑雪场里，各项施工已接近尾声，近
400台造雪机陆续上山“蓄势待发”。今年，这
里将新增 10条雪道、2条索道，雪道面积从
239公顷增至275公顷。

“眼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抓好新雪季赛事
活动组织和旅游服务保障的再突破。”试验区
党工委书记于跃洋说，我们还将发展低空经
济、林下经济、银发康养等产业，推动冰雪经
济增长提速起势。

体育：全民健身蔚然成风

走进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四季越野滑
雪场打造的室内雾凇实验室中，来自江苏的
陈佳佳身着羽绒服，在挂满冰晶的柳树前愣
了神，仿佛自己回到了冬天。“太震撼了，弥补
了之前一直没看到雾凇的遗憾。”

“努力从专业训练场变身‘反季滑雪’网
红打卡地。”滑雪场运营部部长徐鸿博介绍，
雪场还增设雪地爬犁、雪地观光车、雪场射击
等项目，既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也
能普及越野滑雪等运动，探索文体旅融合，助
力全民健身发展。

不仅是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多年来，吉
林市围绕沿江雾凇带，持续推进和完善全民
健身长廊工程建设，目前已成为全市“一江两

岸”百里景观长廊的重要部分。健步、奔跑、骑
行、游泳、篮球、滑板、武术、健身操、广场舞
……沿江十里长堤的全民健身愈发热情奔
涌。

精品赛事也引领全民健身新风尚。近年
来，东北各省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培
育精品赛事品牌，打造符合地域特色的体育
消费新增长点。以辽宁为例，“赛艇之都”沈
阳、“足球城”大连、“篮球城”阜新等称呼日渐
深入人心。据统计，辽宁每年开展县区以上有
规模的健身活动超 3000场次，全省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6.49%。

“C一下，很长春”。9月，在“双奥冠军之
城”长春，长春马拉松鸣枪开赛，吸引了来自
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1992名选手报名，人数
创历届新高。42.195公里的赛道是马拉松的
标准配置，也成为一条串起城市文化地标的
风景线。

“长春马拉松作为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已经发展成为推动全民健身、促进文体旅融
合、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平台。”长春市副市
长赵显说，它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
是展现长春人民精神风貌、传递长春城市文
化的重要窗口。

康养：乐享东北“诗与远方”

金秋时节，鸭绿江畔，山林浸染，五彩斑
斓。在充满人文生活气息的边境小城吉林集
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来此康养度假。走进鸭
绿江国门景区，不时能看到有结伴而行的“银
发族”游客边听着讲解，边拍照打卡。“有山有
水、气候舒适，各方面的服务配套也很到位，
这样的体验让人心情舒畅。”“银发族”游客宋

秀江说。
近年来，“康养旅游”“旅居生活”“候鸟式

养老”等关键词在老年人旅游市场愈发常见。
业内人士认为，东北地区四季分明，森林、温
泉、草原等自然资源丰富，为康养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条件。今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行
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
地适宜度指数》显示，综合自然环境和社会经
济指标，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城市在指数榜
单上排名靠前。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许多从浙
江等南方省份来的‘银发族’团组，其中不
少都是来吉林疗休养的退休职工。”吉林省
环球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助理冯琳雅告诉记
者，许多老年人都非常喜欢泡温泉，对于这
些疗休养团组，旅行社在提供地接服务时
会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实际需求，让他们安
心疗养。

在市场需求与政策支持双向促进下，经
多年发展，东北已逐渐形成包括森林康养、中
医药康养、温泉康养、旅居康养等在内的多元
化康养产业格局。黑龙江凭借森林资源禀赋，
打造湿地休闲、山林运动、生态度假等康养旅
游产品；吉林依托中国人参主产区优势，推出
的人参宴等以人参为主要材料的养生产品，
既富有地域特色，又遵循“药食同源”理念，受
到众多“银发族”青睐。

康养产业的兴起，为酒店民宿也带来了
发展新机遇。“今年有来自福建、广东、上海等
地的老年人来这里较长时间居住。”长白山松
果焕能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双成说，未来
酒店还将升级助老设施，丰富特色服务，以不
断满足康养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转自《经济参考报》）

新华社长春10月29日电（记者王帆）远看山峦间，
云雾缥缈，雾凇绽放。近日，滑雪胜地吉林迎来了大范围雨
雪天气，也预示着新雪季即将到来。走进各大雪场，工作人
员正在检修机械设备、完善配套设施、加大推介力度……
随着气温降低，吉林“一湖三万”等多家雪场预计于 11月
中旬陆续“开板”。

在雪炮轰鸣声中，位于吉林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
验区内的北大湖滑雪度假区首先开启了造雪模式。今年，
这里新增了 100台造雪机，开放雪道条数从 64条增至 74
条，雪道面积从239公顷增至275公顷，酒店总床位数增至
9000张。

“从今年‘618’开始，度假区的滑雪度假产品预售持续
火热。”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市场总监闫帅说，“我们计划于
11月 9日开启免费试滑活动，仅一个晚上名额就被约满
了。”

始建于 1993年的北大湖曾是第六届亚冬会及第八、
第九、第十二届全国冬运会的举办地，山体条件优越。在多
年建设下，如今这里已成为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滑雪场。
今年，北大湖计划承办国际雪联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
杯、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等 11项国内外
重点赛事，以文体旅融合促进冰雪经济发展，并提出全力
实现“百万人次滑雪场”的总体目标。

同在吉林市的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在新雪季迎来了开
业 10周年，丰富的度假体验和品牌活动为其在雪友圈赢
得口碑。目前，度假区西扩副中心滑雪场已全面启动建设，
新增造雪面积50万平方米，雪道新增9条，预计于11月15
日“开板”。

“联动城市文化资源，打造度假产品新玩法。”万科松
花湖度假区市场营销总监黄钟锐说，度假区将围绕吉林市

“大东山水 北国江城”主题 IP，串联陨石博物馆、夜游松花
江、最美西站等文旅资源，让游客在滑雪之余感受吉林的
夜经济和烟火气。

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
的吉林省，冰雪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高标准打造滑
雪度假品牌，形成了以北大湖、万科松花湖、万峰通化、长
白山万达“一湖三万”为代表的滑雪度假区。目前，全国26
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占5家。数据显示，2023至
2024雪季，吉林接待国内游客 1.2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2419亿元，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记者从吉林省文旅厅了解到，和上个雪季相比，吉林
全省雪道总面积、雪道总长度、雪道数量、架空索道数量分
别同比增长5.7%、3.5%、2.8%、9.4%；吉林纳美山谷滑雪场、
辽源天陆山冰雪体育综合体等一批冰雪新项目也将陆续
推出。

冰雪跨千里，推介架桥梁。为推进冰雪强省战略，持续
深化与国内重点客源省份交流合作，吉林省文旅厅近期到
广东、江苏等地开展文旅主题推介会。会上，吉林重点文旅
企业面向广大游客、投资企业等市场主体，发布了新雪季
冰雪旅游产品和优惠政策，“引客入吉”。

吸引来游客还要留得住、玩得好。旅游公共服务关系

游客切身利益，也是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长春市
交通运输部门于近日集中执法力量，开展了新一轮出租车
突出问题整治行动；机场交通方面，2024年冬航季吉林新
增山东济宁、陕西榆林等航点，持续增加与千万级机场间
的航班密度；雪场服务上，多家雪场进一步丰富餐饮娱乐
场景，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开设儿童滑雪营和度假助
理，以精细化服务提升滑雪体验。

买一套新雪服、为雪板打蜡、联系“滑雪搭子”……今
年刚打卡完 12场马拉松，雪友张嘉东就迫不及待地转换
成“冬季模式”。“希望今年雪大一点，天气冷一点。”他说，

“新雪季，我来了！”

新华社沈阳11月2日电 虽然滑雪场
还没有“开板”，沈阳东北亚国际滑雪场副
总经理朱才彬1日一大早就走进会议室，和
2024全国滑雪定向挑战赛沈阳站的办赛方
研究这项全国性赛事落地的具体事宜。

“今年与我们滑雪场有合作意向的比
赛非常多，无论是比赛的等级还是参赛人
员的数量和水平在北京冬奥会后都呈现持
续提升之势，这也让很多品牌赞助商越来
越认可冰雪赛事的推广价值。”朱才彬说。

辽宁地处北纬42度黄金雪带，冬季白
天气温在零下5摄氏度至零下15摄氏度之
间，被称为“暖冰暖雪”，非常适合开展冰雪
运动。目前辽宁正在营业的滑雪场有31家，
雪道面积266公顷，架空索道28条，拥有室
内滑冰场12个，冬季室外自然冰面滑冰场
地100余处，这些设施为冰雪运动的发展提
供了坚实基础。

在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的同时，辽宁各地
不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雪村”“雪乡”“冰
雪民俗园”“冰雪大世界”“冰雪嘉年华”等消
费产品，并在新媒体平台进行产品推送，持
续扩大影响力。据统计，2023—2024年冰雪
季，辽宁冰雪项目数量达到110个，较2020
年增长近一倍；冰雪产业投资金额57362万
元，较2022—2023年冰雪季增长140.3%。

“辽宁省将冰雪运动与温泉康养、非遗
民俗、特色美食、北方民宿等相融合，推广
传播传统冰雪文化，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
涵。我们举行了冰嬉、滑雪、冰帆、冰钓、冰
凌穿越、雪地足球、冰上龙舟、滑冰车、打冰
尜等群众冰雪娱乐赛事活动，同时开展非
遗、年俗、冰灯等相关艺术展演，有效增强
了辽宁冬季冰雪文化体验。”辽宁省体育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曹阳说。

目前，辽宁省沈阳市正将冰雪产业与
文体旅深度融合，打造独具特色的冬季旅
游品牌。沈阳市通过推出“冬游沈阳”“冬乐
沈阳”“冬运沈阳”“冬品沈阳”四大主题以
及300余项活动，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冬季旅
游体验，也提升了沈阳冰雪产业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据统计，2024春节期间，沈阳市旅游市
场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累计接待游客
1112.1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51.47 亿
元，按可比口径分别同比增长 124.20%和
254.85%。
此外，辽宁加强与黑龙江、吉林、新疆等省份的交流合作，建

立完善联合营销推广机制，并加大在江苏、上海、广东、湖北、浙
江等客源地省份的推介力度，抓住北京游客到辽宁“周末游”的
喜好，将“流量”转化为更多“留量”。
“辽宁打造多维度‘沉浸式’冰雪消费场景，培育更多的滑雪

旅游度假地、冰雪服务综合体，建设具有辽宁特色的冰雪消费产
品。充分发挥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传播优势，邀请‘网红’‘大V’来
体验，宣传辽宁特色的冰雪旅游资源尤其是大众冰雪温泉文
化，提升品牌影响力，努力在全国占据先发优势。”曹阳说。

文旅、体育、康养——“新三样”成为东北产业发展新动能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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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雪季、新升级、新期待——吉林雪场进入“开板”倒计时
 























































10月25日，2024—2025新雪季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会在深圳举行。 （吉林省文旅厅供图）

10月23日晚，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正式启动新雪季造雪工作。
（受访者供图）

图为2023年11月25日，滑雪爱好者在吉林省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滑雪。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新华社哈尔滨11月3日电 作为我国纬度最高的省份，黑
龙江省拥有丰富的冰雪旅游资源，经过多年不断创新与发展，
培育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中国雪乡”、漠河北极村等一批驰
名中外的景区景点，冰雪旅游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1月1日，我国“最北滑雪场”漠河北极滑雪场开启新冰雪
季首滑，拉开黑龙江冰雪旅游大幕。“在‘最北之地’滑雪，凉爽
又刺激！”辽宁游客张超全副武装，在雪场尽情驰骋。

近年来，“神州北极”漠河凭借独特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冰雪
旅游资源，吸引越来越多背包客前来“找北”。随着旅游业蓬勃
发展，很多当地村民变身为民宿及餐厅老板、导游和摄影师。

“游客一年比一年多，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在漠河市北
极村开民宿的史瑞娟笑着说，现在冰雪旅游刚开始，民宿生
意就十分火爆，已有游客提前预订了明年元旦和春节的客
房，“新民宿也在抓紧建设，希望能给更多外地游客营造舒适
的住宿环境”。

2023年至2024年冰雪季，黑龙江冰雪游火爆“出圈”，被人
们热情地称呼为“尔滨”。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体验“万人蹦
迪”，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感受雪上“速度与激情”……

数据显示，2023年 11月至 2024年 2月，黑龙江接待游客
1.2亿人次、旅游收入 1711.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2.22%和
553%，均创历史新高，有力拉动消费内需，激发市场活力，提振
发展信心。

作为黑龙江的“明星景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不断创新
“整活儿”，今年7月推出大型室内冰雪项目“梦幻冰雪馆”，把
本是冬季限定的快乐延伸至四季：2.38万平方米场馆内可保持
零下8摄氏度至零下12摄氏度的温度；美轮美奂的冰雕雪雕和
丰富多样的冰雪娱乐项目，结合炫目的声光电效果，让游客在
盛夏也能感受冰雪乐趣。

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获悉，2024年至
2025年冰雪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
为主题，园区设计和建设将充分融入亚冬会元素，整体面积扩
大到100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30万立方米，创历届之最，
打造更为璀璨夺目的冰雪主题乐园，为亚冬会增光添彩。

近日，距离哈尔滨约280公里的“中国雪乡”景区迎来降雪
天气。一夜过后，新雪压枝、草木覆白，整个雪乡银装素裹，犹如
童话世界。

“中国雪乡”景区坐落于长白山脉张广才岭与老爷岭交会
处，山高林密，拥有“夏无三日晴，冬雪漫林间”的奇特小气候，
雪期可达7个月，雪景纯净无瑕、千姿百态，吸引无数中外游客
争相打卡。

据介绍，“中国雪乡”景区将持续打造全新打卡点，对既有
项目进行全面提档升级，让其更加充满浪漫和温情。同时进一
步优化冰雪旅游产品供给，力求为广大游客带来更高品质的冬
季旅游体验。

记者从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日前，黑龙江印发相
关方案，将于11月8日开启冬季冰雪旅游“百日行动”，聚焦打
造世界级冰雪旅游度假胜地和冰雪经济高地，推动有为政府和
有效市场双向发力，巩固拓展冰雪旅游综合效应，发挥旅游消
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擦亮“冰雪之冠·大美龙江”冬
季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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