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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畔，张灯结彩。哈尔滨的街头巷
尾，亚冬元素随处可见。憨态可掬的亚冬会
吉祥物“滨滨”“妮妮”，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
人热情致意。

这个冰雪季，乘着亚冬会的东风，哈尔
滨持续优化冰雪旅游产品供给，将赛事流量
转化为经济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哈尔
滨亚冬会开幕式当天，“哈尔滨”“亚布力”的
搜索量大增，飞往哈尔滨的机票预订量同比
增长47%，哈尔滨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60%。2025年春节假期，哈尔滨市累计接待
游客超 1215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其中
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44.7%；实现旅游总花费
191.5亿元，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花费均创
新高。

亚冬元素成新景

“现在的冰雪大世界，真是满满的国际
范儿！”冰雕师傅胡显春感叹，他已经连续18
年参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设计和建造。

园区外，主形象大门“冰雪同梦”引得游
客纷纷打卡。“大门的设计灵感源自亚冬会
主题口号，寓意亚冬会为体育健儿搭建了追
梦圆梦的广阔舞台。”胡显春介绍，“园区内
的主景观名为‘亚洲同心’，是由冰柱组成的
主塔，以亚奥理事会官方会徽为设计灵感，
代表亚洲人民交流合作。”

漫步冰雪大世界，一处处冰雕引人赞叹。
今年，园区共设置了东亚区、中亚区、西亚区、
南亚区等九大分区，用冰雕呈现各地地标景
观，让游客在冰情雪韵中“游遍亚洲”。

作为哈尔滨景点中的“顶流”，春节假
期，冰雪大世界共迎来超 61万人次游客。其
中，2月1日的单日入园游客突破10万人次，
创冰雪大世界自建园以来单日入园游客数
新纪录。

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洁白的雪雕作品让
人目不暇接。一辆名为“亚冬列车”的雪雕作
品上，坐满了小朋友，不时传出欢声笑语。雪
博会园区工作人员马晓琳介绍：“这个每面
都刻有亚冬会吉祥物的雪雕叫‘传
奇圣火’，高 13米，用雪量 1600

立方米，是8个人花了5天建造出来的，不少
游客专门前来打卡留念。”

旅游设施换新颜

天刚蒙蒙亮，长沙游客张进就奔向距离
哈尔滨市区 200多公里的亚布力滑雪旅游
度假区。“昨天在中央大街感受了‘尔滨’的
浪漫，今天要体验高山滑雪的刺激！”张进有
9年滑雪经验，十分喜欢亚布力的亚冬会氛
围，“这里是国内唯一一个两次承办亚冬会
雪上项目比赛的滑雪场，在这里滑雪很有仪
式感。”

“为了兼顾办赛与游客度假，我们做了
很多工作，改造雪具大厅、新增雪道、扩充床
位，还开通了‘三山联网’工程。”亚布力滑雪
旅游度假区工作人员郑敏介绍，3座主峰的
雪道联网后，形成了长达 5公里、最大落差
912米的雪道群，涵盖了从入门到高级道的
各级别雪道。游客只需购买一张“三山联网
卡”，便可畅滑 3家经营主体的雪道。部分雪

道和设施通过了国际雪联认证，可承办大多
数国际A级雪上赛事。

从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驱车 10多分
钟，便来到扩建改造完成的亚布力西站。“改
造后的站房扩大到 3600多平方米，可满足
约 600名旅客同时候车。”亚布力西站站房
扩建项目设计经理王根生说。

度假区附近，国光村、尚礼村、青山村等
村庄的民宿和饭店修葺一新。“为了迎接亚
冬会，政府投资改造升级亚布力旅游度假区
周边村庄的基础设施。”哈尔滨市尚志市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工作人员车健说。“去年哈
尔滨旅游爆火，店里赚了几十万元。今年又
迎来亚冬会，我们的心气更足了！”青山村某
饭店经理韩刚满是期待。

暖心服务又上新

“Good morning”……近来，哈尔滨的
出租车里常常传出带着东北味儿的英语。早
在冰雪季到来之前，哈尔滨市出租车行业协

会就组织司机学英语。亚冬会开幕后，为了
给外国游客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的哥”

“的姐”练得更加用功。
“虽然说得不太标准，但基本管用。”司

机张培东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开了 30年出
租车，以前和外国乘客沟通只能靠比画，现
在敢开口交流了。

百年老街中央大街、松花江畔的防洪纪
念塔是哈尔滨市的热门景点。往来其间，需
要走一条地下过街通道，两侧共有 102级步
行台阶和 150 米的无障碍通道。上个冰雪
季，有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留言“雪天路滑，容
易摔倒”，两天后，过街通道铺上了地毯。这
个冰雪季，这里不仅台阶上铺设了防滑地
毯，楼梯扶手也“穿”上了红色绒布。

“我们在去年11月初就搞起了‘试验’。”
中央大街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马瑛鸿说，

“以前楼梯的金属扶手摸着冰手，我们试用
了好几种材质最终选定红丝绒，不仅触感温
暖舒适，还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氛围。”

“凡事都想在游客前面，很暖心。”来自
广东广州的游客李溪雪用相机记录下这些
温暖的细节。

哈尔滨文旅为什么走红？“丰富的冰雪
资源是基础，市民的热情与真诚，不断完善
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是加分
项。”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总结。

当激情澎湃的体育盛会遇上“热辣滚烫”
的冰雪游，我们真切感受到“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冰雪文化和冰雪经济正在成为哈尔
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对外开放的新纽
带。让我们一起畅游这片热情洋溢、开放包容
的黑土地，追寻中国式现代化足迹。

图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小提琴演奏者
在表演。 刘洋 摄

图②2月9日，中国队选手徐梦桃在自
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

《人民日报》记者 王亮 摄
图③2月9日，中国队在短道速滑女子

3000米接力决赛后庆祝夺冠。
《人民日报》记者 许志峰 摄

图④2月9日，中国队选手于婧萱在滑
雪登山女子短距离决赛中。

《人民日报》记者 张武军 摄

亚冬会激情澎湃 黑土地热辣滚烫
《人民日报》记者 崔 佳 郭晓龙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卡”北京
天坛祈年殿？

你没看错。这里不仅有天坛，还有
泰国的大皇宫、新加坡的鱼尾狮、阿联
酋的迪拜哈利法塔……冰雪大世界

“复刻”了亚洲多地地标景观，晶莹剔
透的冰雕作品，让人们流连忘返。

浓郁的亚冬氛围，让去年火“出
圈”的哈尔滨今年更热闹。人们为什么
总想去一趟“尔滨”？

够冷。冰天雪地，北疆风光。看冰
雕、赏冰灯，在亚布力雪场风驰电掣，
漫步“冰城”，这里有极致的冬季专属
浪漫。

够热。人来人往，热气腾腾。整一
锅铁锅炖，尝一口锅包肉，再到大集买
些红肠带回家。“这冻梨，嘎嘎甜”，热
情的笑脸、爽朗的声音，“尔滨”让游客
心里暖洋洋。

够美。从“榆都丁香花满城”到亚
冬会主火炬塔“雪韵丁香”，绽放的丁
香花与飘落的雪花共同见证着哈尔滨
的发展。从1996年亚冬会到2025年亚
冬会，跨越 29 年的冰雪之约，展现着
一个办赛更“丝滑”、待客更从容、心态
更开放的“冰城”。

“尔滨”的走红，展现着城市日新
月异的发展，讲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近年来，各
地文旅迸发活力，人们为美食前往一座城，去山东淄博
品尝烧烤，到甘肃天水寻味麻辣烫；跟着赛事去旅行，订
好亚冬会门票又“抢”热门景点门票，坐着高铁去河北崇
礼滑雪……在“诗和远方”的呼唤中，激活日常生活的更
多可能，为幸福增色添彩。

一个个城市与人双向奔赴的故事里，有壮美山河，
有人情味儿，更有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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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亚冬会，共有9个体育代表团的40名运动员报
名参加滑雪登山比赛。一年之后，滑雪登山还将作为新
增项目登上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舞台。

滑雪登山，乍一听很混搭，究竟怎么比？
这是一项以雪山攀登综合技术为主、滑雪技术为辅

的山地户外运动。比赛分登山爬坡、设备转换、过旗门下
滑等环节。本届亚冬会滑雪登山设项与米兰冬奥会一
致，设有男子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和混合接力3个小项。

短距离项目路线包含上坡和下坡路段。上坡路段，
运动员需在滑雪板及登山装备的辅助下，向上攀登80米
左右。完成攀登后，运动员将滑雪板和固定器调整至滑
降模式，在近似高山滑雪大回转项目的比赛场地上飞驰
而下，一场比赛通常进行 3到 4分钟。混合接力项目，男
女运动员则会同场竞技，合作争胜。

其实，滑雪登山项目早在1924年首届冬奥会上就已
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又在 1948年之后告别冬奥会舞台。
2021年 7月 20日，国际奥委会第 138次全会表决通过滑
雪登山成为2026年米兰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这一历史
悠久的冰雪运动终于重回冬奥大家庭。

（《人民日报》记者 刘硕阳整理 转自《人民日报》）

滑雪登山怎么比？

《人民日报》哈尔滨2月9日电 9日，哈尔滨亚冬会进入
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摘7枚金牌。本届赛
事新增的滑雪登山项目首次亮相，在女子和男子短距离决赛
中，次旦玉珍、布鲁尔分别夺得冠军，中国队选手均位列前四
名。

在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北京冬奥会冠军徐
梦桃夺得金牌，陈雪铮获得银牌。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赛
场，李心鹏收获冠军，中国队选手位列前四名。

当日，本届亚冬会短道速滑项目结束全部比赛争夺。在女
子 3000米接力决赛中，由范可新、公俐、张楚桐、王欣然组成
的中国队夺得冠军，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拿下本届赛事第二枚
金牌。

速度滑冰赛场，中国队选手在男子5000米比赛中包揽前
三名，吴宇夺得金牌，刘翰彬和哈那哈提·木哈买提分获银牌、
铜牌。

在越野滑雪女子 5公里（自由技术）比赛中，中国队选手
巴亚尼·加林以 12分 7秒 5收获冠军，她的队友迪妮格尔·衣
拉木江、池春雪分获亚、季军。决赛中，巴亚尼·加林第九位出
发，一路加速，反超一众率先出发的选手，展现了出色的竞技
实力。这个赛季，她积极参加各种国际赛事，竞技水平提升明
显。而中国队在越野滑雪项目上接连取得佳绩，也给她激励。

（《人民日报》记者孙龙飞、季芳、刘硕阳、王亮、陶相安）

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摘七金
2月9日的亚布力滑雪场，滑雪登山项目首次在亚

冬会上亮相。中国队选手当仁不让，包揽男子、女子短
距离两个项目的前四名。做足准备、发挥出色，中国队
用精彩的表现展示了在新项目上的实力。

与北欧等地相比，滑雪登山作为专业运动项目进
入我国的时间较晚。不过，近年来我国竞赛体系迅速搭
建，一年前的“十四冬”就已为滑雪登山设项，为运动员
适应新项目、找到好状态打下基础。

与此同时，新项目的人才选拔和培养同样重要。
2022年国家滑雪登山集训队首次开展全国选材，并通
过举办亚锦赛、参加世界高水平赛事等方式帮助运动
员尽快成长。此次获得亚冬会女子、男子短距离金牌的
中国队选手次旦玉珍和布鲁尔，年龄均未满20岁，但
已在近两年的滑雪登山青年世界杯分站赛中崭露头
角。

正如滑雪登山运动本身，中国滑雪登山运动的发
展也不断向上攀登。

滑雪登山源自雪山地区居民的出行方式，是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曾在2023年为中国队赢得历史首枚滑
雪登山世锦赛金牌的玉珍拉姆，儿时经常爬山，为后续
练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脚踏毛皮滑雪板上山下
山，是布鲁尔年少时的经历。本次夺冠之后，他希望能

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滑雪登山运动，培养更多新鲜血
液、后备人才。

2024 年巴黎奥运会，霹雳舞项目首次登场；2026
年米兰冬奥会，滑雪登山将再登奥林匹克舞台；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腰旗橄榄球、板球等项目将亮相
……近几届奥运会、冬奥会
等世界大赛，涌入越来
越多的“新面孔”，
为竞技体育注入
新 活 力 。而 中
国 队 在 新 兴
项目中的出
色表现并非
偶然。当新
项目来“敲
门”，主动拥
抱 、趁 势 而
为，方能在不
断变化的体育
潮 流 中 行 稳 致
远。

（转自《人民日报》）

当新项目来“敲门”
刘硕阳

率先冲过终点，中国队选手公俐紧握双拳，露出了
笑容。

在 9日进行的哈尔滨亚冬会短道速滑女子 3000米
接力决赛中，公俐与队友范可新、张楚桐和王欣然拼到
了最后一刻，最终战胜韩国队选手摘得金牌，为中国短
道速滑队收获本届亚冬会的第二枚金牌。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面对实力强大的韩国
队，中国队姑娘们不惧压力，奋力争先。“每个人都拼尽
了全力。”老将范可新说。

比赛前半程，韩国队一直处于领滑位置，中国队选
手紧跟其后，不断寻找超越的机会。比赛还剩 7圈时，王
欣然把握住机会，超越韩国队选手升至首位。不久后，韩
国队再次反超到第一。

最后一圈，公俐在进入最后一个弯道前突然发力，
反超韩国队选手。对于这次超越，公俐表示心中早有谋
划。“最后一棒要怎么滑，我从赛前就一直在心里预演。”
她说，“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这种信念带给我力量。”

这是一场鼓舞人心的胜利。夺冠后，范可新滑到场
边与主教练张晶拥抱，两人都激动得红了眼眶。

本届亚冬会，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表现并不算理想，
全队上下始终憋着一股劲儿。“这场胜利让我们更有信
心去应对接下来的比赛。”公俐说。 （转自《人民日报》）

中国短道速滑队夺得女子3000米接力金牌

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人民日报》记者 季 芳 陶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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