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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冬季到来，新一年的冰雪季拉开帷幕。去雪场，脚踏
雪板飞驰；上冰场，感受滑行畅快，全国各地处处热“雪”沸腾。
如今，冰雪不仅仅是“速度与激情”的代名词，也预示着文

旅消费的兴旺，蕴藏着无尽的商业潜力。天津作为北方重要
港口城市和旅游目的地，拥有适宜的气候环境、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广阔的客源市场，具备发展冰雪经济的良好基础。我市
如何拥抱冰雪机遇，将“冷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热动力”？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滑雪俱乐部

点燃冬天的“一把火”

■ 本报记者 张兆瑞 刘宇 摄影 吴迪 赵建伟
提品质 重体验

冰雪文旅旺起来

近段时间，新雪季带来的一波波“流
量”，不断给各地文旅市场输出新动能。

携程大数据显示，从2024年11月至
今年1月初，冰雪游相关产品就开始放
量，仅“滑雪”一个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
增长就超过了五成，国内各大滑雪场的
门票预订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两成，
北京、长春、张家口和阿勒泰地区的雪场
都是市场中的热门。聚焦天津，冰雪也
是冬季文旅最热的主题之一。根据2024
年年底天津市文旅局发布的冬季重点文
旅菜单，“冬之雪”主题包含了10个大项、
数十个冰雪系列活动。

提起冰雪游，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
就是滑雪。天津作为滑雪旅游发展较早
的城市之一，无论是中心城区还是周边
地区都有成熟的滑雪场。上周末，在蓟
州区盘山滑雪场入口闸机旁，雪场经理
刘纪红告诉记者：“这是我们新升级的票
务系统，直接刷码入场，比原来验票快了
很多。焕然一新的雪具大厅、餐厅，还有
住宿配套的24小时恒温游泳池，都是为
了提升游客的体验！”据她介绍，盘山滑
雪场2006年开业，游客的需求从最初的
以尝鲜为主，逐渐演变成近几年追求滑
雪运动和休闲度假高品质体验。因此，
在软硬件升级上，雪场都是以优化顾客
体验为目的进行设备改造和引进。“带顾
客上雪道的设备，从原先传统的托牵更
换成了魔毯，把上坡时间从10分钟缩短
到6分钟左右，减少了雪友等待时间，提
升了滑雪体验。”她说。

在意风区巴布布滑冰场“漫游”，在
火车头体育场滑冰场邂逅“冰上奇缘”，
在津湾广场冰场与海河“亲密接触”……
作为冬日文旅活动的重要“开场”，我市
多家特色冰场已开门纳客。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主题乐园也张开双臂，拥抱
冰雪带来的“流量”。
“冬季一直是主题乐园的传统淡季。

我们从2022年开始尝试推出冰雪节主题
活动为冬季市场吸引客流量。随着游客
对于冰雪主题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冬季客
流增长十分明显。”天津欢乐谷市场部品
牌经理李文介绍，区别于有滑雪技术门槛
的运动滑雪场，主题乐园更偏重全民娱雪
戏冰的体验感，通过大型雪场冰场打造、
主题区域造景、人气NPC（景区工作人员

扮演的角色）互动表演，以及烟花秀、大巡
游、篝火、电音等主题演艺，丰富游客的游
玩体验，也符合时下游客们喜欢拍照、拍
短视频的社交娱乐需求。

冰雪主题的加入，不仅给主题乐园
引来了客流量，还带来了经营时间等方
面的“增量”。美团旅行数据显示，“夜
场”“夜滑”使得主题乐园周边的“温泉”
“雪服租赁”“农家乐”“24小时便利店/超
市”“洗浴足疗”等夜间消费在2024年12
月迎来显著增长，部分雪场商圈的夜间
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
近14倍。

赛事多 有补贴

冰雪运动躁起来

1月4日早上7时28分，北京北站1
站台，G7831次列车满载着500多名乘客
开往太子城、崇礼方向。冬季的周末和
节假日，往返北京、崇礼的“滑雪列车”几
乎趟趟爆满。

作为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举办地
之一，张家口崇礼区现已成为国内最热
门的滑雪目的地之一。自2024年11月7
日起，崇礼区各大雪场陆续开板。据铁
路部门统计，2024年11月7日至12月31
日，太子城站客发量4.69万人次，崇礼站
客发量5.51万人次，合计10.2万人次，客
发量总数比去年同期增加8.86%，其中太
子城站客发量同比增加31.37%。
“冰雪运动是冰雪经济的核心驱动

力，而冰雪赛事则能增强冰雪运动的供
给多样性。”蓟州区文旅局宣传科科长刘
雄介绍，上个月，京津冀雪上运动会在蓟
州区举行。来自北京市平谷区、天津市
蓟州区和河北省兴隆县的6支运动员代

表队围绕雪圈保龄球、雪地竞速搬运、雪
地足球射门、雪地拔河等比赛项目展开
激烈角逐。“接下来，天津市第二十届冰
雪运动大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天津分会场）启动仪式都将在蓟州举
行。我们将通过‘赛事引领旅游’，带动
区域内冰雪经济热起来。”他说。

借着冰雪运动的“东风”，我市不少
大型体育场馆也纷纷变身冰雪乐园，推
出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游玩项目。位于我
市河北区的火车头体育场，搭建了一座
拥有11000平方米宽阔冰面的超大型室
外陆上人工滑冰场，从高处看下去，宛如
一块晶莹剔透的巨大镜面。在这里，初
学者可以放心大胆地迈出第一步，慢慢
摸索、练习；专业选手也可以放开手脚，
尽情展现高难度动作。

记者从天津市体育局获悉，目前我
市共建有滑冰、滑雪场地39处、面积超
100万平方米。近些年，我市每年冬季还
临建天然冰场、人工制冷冰场近20处，满
足市民冰雪运动健身需求。为进一步激
发天津市民冰雪运动热情，相关部门正
筹备发放冰雪运动消费券，共补贴1万个
名额，每张消费券最高可获得60元补贴，
暂定今年春节前后正式发放。

新场景 新消费

冰雪就业火起来

冰雪经济一头连着文旅、体育，增强
人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一头还连着消
费，创造了许多就业新机会。

10年前，蓟州区下营镇团山子村村
民吕楠楠利用自家旧四合院开起了农家
院。但一开始，每到冬天，随着周边景区
“封山”，他们就进入“猫冬”状态。这几

年，随着吉姆冒险世界开业，冬天带孩子
来下营镇玩雪的人多了，吕楠楠的农家
院生意越来越好。
“别小看这一个乐园，我家就因为离

吉姆近，冬季预订量比别人至少高
40%。”吕楠楠告诉记者，2023年，她先后
投入400多万元，不仅将自家四合院升级
为民宿，又改装了一家新民宿。“我现在
有两家民宿，一共29间房。今年春节的
订房量已经接近五成。”这是她对“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直观而质朴的感受。

这几年，随着滑雪新手玩家纷纷入
局，滑雪教练成为应季热门职业。

1月5日早上7时30分，滑雪教练高
海云早早来到吉姆冒险世界雪场，平整
场地、整理雪具、倒好热水……“寒假马
上就到，我们也要忙起来了。”她笑着介
绍，自己原来是一名化验员，因为喜欢运
动，2年前转型为滑雪教练。
“滑雪可是一门技术活儿，我还特意

到哈尔滨考了教练证。”高海云解释，她
服务对象主要是零基础的“小白”。“10人
一组，每组培训10分钟至15分钟，然后
就是上道体验。旺季的时候，我自己一
天就得教几百人。”她说。另据了解，如
果选择雪场里的高阶滑雪教练“一对
一”，单小时教学费用为300元至500元。

随着滑雪逐渐成为一项社交技能，
不少雪友都喜欢把自己穿越雪场的影像
发到朋友圈，也带火了滑雪领域的“随
拍”。这几年，“滑呗”App在雪友间流行
开来。类似于景区的跟拍，“滑呗”摄影
师一般都在雪道的某个转弯处“蹲点”，
捕捉滑雪者的精彩瞬间。雪友们只需登
录“滑呗”App，找到属于自己的照片，付
费购买即可。

不过，随着冰雪消费供给增加，竞争
也激烈了。
“我们主要在市内做戏雪广场，在不

考虑造雪机投入的情况下，每个场地硬
件投入大约35万元。”某冰雪企业负责人
章先生介绍，“按一位客人150元计算，单
日客流量在300人左右能盈亏平衡。”

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市内大大小小
戏雪广场由2019年的4家增加到去年的
50余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除了增加
服务，客单价也从150元降到100元。”章
先生表示，最令他头痛的还有气温。“天
津每年雪季就90多天，但今年气温整体
偏高，降温晚，升温估计也早。那么雪季
就少半个月，客单价再降，挣钱就有压力
了。”他说。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 徐虹

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自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以来至2024年4月，

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3.13亿人。“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

标已从愿景变为现实，冰雪产业也从“冷资源”转为经济“热动力”，成为推

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天津在冰雪经济上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场地服务品质、组织

冰雪运动赛事、打造精品冰雪活动。未来，我市应进一步聚焦“四力”，持

续推动天津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

一是强化冰雪产品“吸引力”。天津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雪季相对较短，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冰雪项目的开展。未来可进一步尝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加大建设室内滑雪场、冰雪主题乐园等，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冰雪体验。

二是扩大冰雪品牌“影响力”。天津虽然拥有一定的冰雪资源，但在

华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其冰雪品牌的辨识度相对较低，缺乏具有标志

性的冰雪品牌产品。未来，天津可以打造差别于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

城市型冰雪旅游品牌，将地缘文化元素融入品牌塑造中，巧妙结合天津的

非遗、美食、购物等其他旅游资源，设计具有天津特色的冰雪“泥人张”、冰

雪“木版画”等，增强品牌的独特性和吸引力。

三是刺激冰雪旅游“消费力”。目前天津的冰雪旅游产品主要集中在

传统的滑雪、滑冰等体育活动上，缺乏多元化的冰雪娱乐和文化体验项

目，对游客缺乏足够的消费吸引力。未来，可以构建多元化消费体验场

景，增强冰雪运动赛事活动的多样性和供给力度，推动冰雪项目竞赛表演

产业的繁荣发展。

四是提升冰雪项目“服务力”。由于天津并非传统的冰雪旅游目的

地，在大力发展冰雪经济产业过程中，服务人才、服务设施、服务标准化等

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短板。未来，应加强对滑雪教练、冰雪装备维护人

员等关键岗位冰雪项目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与资质审核认证，提升其专

业技能和服务意识。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健全冰雪旅游服务的统一

标准和监管机制，推动服务标准化建设。

■ 本报记者 岳珊

“看老王这跳跃动作多丝滑，转自由式了！”在雪山之巅开启新年首
滑，天津滑雪达人王东津兴奋不已。同伴的夸奖令他回忆起自己从新手
到高手的滑雪运动经历。

对王东津而言，滑雪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这套
滑雪板、滑雪服、头盔和护目镜……总共花了3万多元。”每年的冰雪季开
始前，他都习惯对自己的滑雪装备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视和升级。
“我以最爱的滑雪开启新年，格外有意义。一开始我会选择周边比较

平缓的练习场，热身的同时，也为新雪季的技术提升打基础，逐渐向难度
更高的雪道进发。我喜欢一步步突破自我的感觉！”他说。

过去几年，为了滑雪，他从天津跑到新疆，除去雪具的支出，还有雪
票、房租等成本。“上个雪季，我几乎把阿勒泰四大雪场滑了个遍，熟练换
刃后，再升级去大雪场，更能体验在大自然中畅滑的乐趣。”作为雪场的常
客，他做了对比攻略：将军山滑雪场食住行都方便，从市区到雪场只需要
10分钟；但要论雪道的丰富程度，禾木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场是心头好，雪
道丝滑，就是开车比较久；可可托海滑雪场可玩性高，夕阳美，但住宿主要
都在山下，开到山上要近1小时，盘山公路冰多易打滑。
“今年我准备去心仪已久的张家口，争取一早就去！”说起京津冀及周

边区域滑雪度假，王东津认为崇礼区值得体验，高铁、自驾都方便，“和往
常一样，我准备继续住滑雪酒店，到当地选择租车。雪友告诉我，张家口
云顶大酒店是真正的滑进滑出酒店，雪场的缆车和吊椅都是加热的，这可
不是每个雪场都有的配置。”

对于假期不太充裕的雪友来说，如果周末临时兴起想去滑雪怎么
办？他算了一笔账，玉龙滑雪场的雪票以及住宿成本核算下来，也颇具性
价比。“周五下班从天津市区就可以直奔蓟州区，度过一个滑雪小周末。
雪场周边住宿方便，民宿种类也很多。”正如王东津所说，如今不断优化的
餐饮住宿、温泉康养、户外休闲等业态场景，让滑雪爱好者们在家门口也
能度过欢乐的冰雪旅程。

通过全方位的规划，他不仅享受着滑雪带来的“速度与激情”，更在冰
雪经济的大潮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纯粹与快乐。“滑雪既提升了我
的生活品质，也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我喜欢这样的‘飞驰人生’。”王东
津兴奋地说。

滑雪达人

专家观点

从“尝鲜”到“专业”

让“小白”少走弯路

一套装备3万多元

冰雪上“飞驰人生”

冰雪经济

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

■ 本报记者 张兆瑞

近两年，随着参与冰雪运动的人越
来越多，滑雪俱乐部作为冰雪经济产业
链的关键一环，正在冰天雪地中崛起。

2019年成立的SNOWWAY（雪之道）
俱乐部，在我市南开区、河东区、武清区和
宝坻区有4家门店，主要聚焦京津冀客群，
面向青少年和成人提供滑雪教学与服务，
至今已吸引数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我们的模式是平日里用室内模拟

机训练，然后冬季上雪。”俱乐部创始人
李贵民介绍，零基础起步的雪友，一般室
内学习20课时至30课时就能上雪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滑雪俱乐部的
业务范围不仅涉及雪场、装备，还涵盖了

住宿、餐饮和电子产品等领域。
“仅对滑雪而言，选择旅行社不如选

择俱乐部。交通、住宿我们都能自己解
决。我们拿到的雪票价格也更低。”说话
间，李贵民指着前台陈列的一排运动相
机说，“像大疆这样的品牌，也主动找到
我们合作。”
“我的第一套滑雪装备就是从俱乐

部买的。”我市和平区消费者刘伟告诉记
者，市内专业的滑雪装备商家一只手就
能数过来，因为这类商品单价高、销量
低，消费群体太小众，“索性就让俱乐部
教练推荐一套‘入门级’的，以后自己再
慢慢升级。”

不过，李贵民表示，他们现阶段不
太希望俱乐部过于商业化。“因为天津

市场目前依然处于冰雪运动普及期，零
基础的会员较多。”据他介绍，现在青少
年参与冰雪运动热情很高，SNOWWAY
青少年滑雪队在 2023 年只有不到 10

人，去年已经发展到60人了，今年有望
达到120人以上。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更多的滑雪“小白”，不论是买装
备、学滑雪还是选雪场，都能少走弯路。

滑雪俱乐部的业务范围不仅涉及雪场、装备，还涵盖了住宿、餐饮和电子产品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