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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记者百味

王 灿

伴随着又一个飘雪季节的到来，与寒

冷的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地火热开展

的冰雪赛事活动，以及深受大众喜爱的冰

雪旅游等。

不久前，2024—2025赛季国际雪联单

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在北京首钢

滑雪大跳台举办，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

156名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精彩纷呈，其

间首钢园的入园人数接近14万人次，周边

的餐饮销售提升了5个百分点，住宿收入提

高了43%。同样，在北京延庆举办2024—

2025赛季国际雪联高山滑雪单板平行大回

转世界杯延庆站时，当地奥林匹克园区整

体收入近300万元，其中比赛首日创下单日

营业收入历史新高。精彩的冰雪赛事对举

办地的冰雪消费拉动明显。

与此同时，第十一届北京市民快乐冰

雪季系列活动暨2024—2025北京冰雪运动

消费季，不仅继续向广大群众发放不少于3

万张冰雪消费券，促进大众冰雪运动消费，

主办方还持续激发市场活力，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冰雪运动发展，促进冰雪体育消费。

除北京外，新雪季在河北崇礼的多家

滑雪场增加了林间雪道，相关滑雪场还推

出滑行表演秀、冰雕艺术展、冰滑梯探险等

休闲娱乐活动。黑龙江亚布力滑雪旅游度

假区则对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等6条雪道及

附属造雪系统优化升级，并新增3条初级雪

道，打造新型社交式滑雪场。在南方，室内

冰雪场馆同样热闹非凡，广州、成都等地的

室内滑雪场馆，在提供丰富娱乐项目的同

时，还为更多想学滑雪技能的人提供了在

家门口练习的机会。

一系列新变化，进一步促进了群众参与

冰雪运动热情，更促进了各地冰雪经济的发

展。据相关报道，今年1月至10月，崇礼累计

接待游客61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1.2

亿元。携程数据显示，12月15日至31日，哈尔

滨旅游相关产品预订量较多。除冰城外，从

雪场酒店预订情况看，长白山、阿勒泰、张家

口、延吉等地较为热门。同程旅行数据也显

示，不少游客在规划哈尔滨旅游行程，未来3

个月，当地的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涨78%。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

显示，2023年至2024年冰雪季，我国冰雪休

闲旅游人数超过3.85亿人次，预计2024年

至2025年冰雪季有望突破5亿人次，冰雪休

闲旅游总收入有望超过7000亿元。

后冬奥时代，我国的冰雪经济发展潜

力巨大、热力十足。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指出，要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

济、银发经济。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

济活力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到2027年，我

国冰雪经济总规模达到1.2万亿元；到2030

年，冰雪经济总规模达到1.5万亿元。

巨大的市场为冰雪经济发展带来广阔

空间，各地也紧抓市场机遇，持续推动冰雪

经济发展，促进冰雪体育消费。推动冰雪经

济发展，除政策引领外，各地也要加强冰雪

经济发展规划、措施的制定，从本地区实际

出发，通过政策引领，实现冰雪经济高质量

发展。

同时，要做好冰雪经济服务保障。加强

冰雪人才队伍建设，支持相关院校开设冰雪

经济专业，培养有关人才。加大对冰雪企业

的资金、信贷等支持力度，合理布局冰雪场

地设施，鼓励各领域有能力的企业加入冰雪

产业链条，实现冰雪经济高水平融合发展。

再有，要提供更优质的冰雪赛事、冰雪

旅游等产品，通过构建全面立体的冰雪赛

事活动体系、丰富多彩的冰雪旅游路线、特

色鲜明的冰雪文创产品等，创新“冰雪+”

消费场景构建。围绕“吃住行游购娱”，促进

体商文旅融合发展，发挥叠加放大效应，推

动冰雪经济向新向好发展。

如今，冰雪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

爱，冰雪经济也得到更快发展。广大群众在

参与冰雪活动时，也在冰天雪地中感受到

冰雪运动的快乐。冰雪经济正处在由“冷资

源”向“热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继而为经济

社会发展增添新动能。

轧学超

日前，国际奥委会召开执委会会议

通过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的小项设置方

案，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将首次成为

青奥会正式比赛项目。这一决议不仅表

明武术运动得到了国际社会更加广泛

的认可和赞誉，还为其在全世界青少年

中的普及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开放的世界中，相互交流、合作

是大势所趋，传统武术的发展也紧跟时

代潮流，以合作促发展。武术项目进入

青奥会，以此为契机，将会让更多人了

解武术文化，热爱武术文化。这更像是

一次文明对话和友谊之旅，以“武”为媒，

向世界传递中国和平发展、和谐共处的

理念，表达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共

谋和平、共享和平的愿景。借此机会把

青奥印记融入武术，使之成为加快推进

武术项目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

的强大动力，将助力武术进一步“走出

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广泛传播

和更好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武术的传承与

发展不能只靠一己之力，而要借助机遇，

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在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的大背景下，武

术项目进入青奥会实现进一步“走出

去”，可以让这项中华传统体育运动得

到更广泛的推广，充分释放持久的生命

力。武术强调精神修炼与身体锻炼相结

合，对于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

长具有积极作用。武术进入青奥会，在

促进项目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文化传播

力的同时，必将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

促进他们增强体质，并培养良好的意志

品质与团队精神。

武术“走出去”是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发展，增

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武术入青奥，

除了项目本身的魅力使然，其中蕴含

的独特文化基因同样不可忽视。在满

满中国风的一抱拳、一搭手之间，传递

出的是“以武会友”的中国理念，以此

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与奥运会

相比，青奥会不仅注重竞技体育的展

示，还强调文化交流和教育意义，这将

为武术提供良好契机。作为兼具传统

文化和现代精神的体育项目，相信武

术一定能通过青奥会这一平台向全世

界充分展示独特魅力，在世界共“武”

之中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傅潇雯

近日，我随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中央媒体走基层记者

采访团来到体育总局定点帮扶的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因为

之前的一段借调经历，我对体育总局的帮扶工作有一些简

单的认知，但仅是通过报告和文件了解帮扶的相关工作。

这次，作为记者走进代县，我目睹了体育为这片土地带来

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体育场馆设施的提升，还有

体育精神的生根发芽，为当地百姓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

色彩。当一份份报告和文件成了眼前一个个火热的全民健

身场景，那一刻让我体会到文字具象化成为体育帮扶成果

的一幅幅生动画面所带来的震撼，也感受到作为记者“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的重要性，只有真正脚踏实地走进现

场，才能感受到这份力量，笔触才更有温度。

在代县体育中心，展板上罗列着今年代县的赛历，比

赛的数量多、涉及的体育项目多、比赛内容丰富，这让我

出乎意料。从展板上照片的掠影可以看到当时比赛场景

的火爆，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仿佛就在耳边。采访中，我充

分感受到代县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体育场地设施便

捷多样，体育赛事多点开花，全民健身氛围日趋浓厚……

体育已成为让代县群众感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切

口，当地也做到了通过体育来“聚人气、提士气、扬名气、

促经济”。

在代县参加座谈会，我发现桌上的纸杯印着“体育让

代县更美好”的文字。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还是代县近年

来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取得显著成果和积极变化的写照，

它已深深根植在当地百姓心中，并转化为推动城乡进步

和人民幸福的动力。对于这句口号，我通过对群众的采访

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有的人为了能更方便地去体育中心

锻炼，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搬到体育中心附近居住；很多中

老年人退休后，体育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到体育中心

遛弯儿看比赛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在代县丰

富的体育活动带动下，体育中心附近的酒店也迎来了经

营新契机……

在代县五中，学生们在绿油油的足球草坪上尽情奔

跑。而几年前，他们只能在沥青地上进行体育活动。在体

育总局的帮扶下，操场改头换面，在教练带领下，孩子们

心中渐渐种下足球的种子，场上的两名年轻教练来自北

京体育大学，体育支教让校园洋溢着浓厚的足球氛围。

在代县，体育成为连接人心、促进社会和谐的桥梁

和纽带，这里正在绘就一幅更加多彩、更加美好的生活

画卷。

从纸面到现实冰雪经济“热”力十足

以开放之姿与世界共“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