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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

过去，气候寒冷
一直是东北经济发

展的劣势，如今正逐步演化为
优势。随着消费逐步升级，冰
雪旅游成为时尚，冰雪经济正
成为东北经济新的增长点，显
示出巨大潜力。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改
委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冰雪
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我国
要实现直接参加冰雪运动的
人数超过 5000 万人，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冰雪产
业总规模将达到 1 万亿元。

放眼全球，冰雪经济发展
也是方兴未艾。国际上，世界
著名滑雪胜地法国、意大利、
瑞士等国冰雪产业规模效益
明显，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爱好者；而日
本北海道、丹麦哥本哈根等地
冰雪产业发展势头也异常强
劲。国内以北京2022年冬奥
会为契机，冰雪产业发展蕴含
着潜力巨大的市场。

作为冰雪产业的内容之
一，从冰雪旅游也可管中窥
豹。目前，哈尔滨冰雪旅游产
业已占全市旅游产业一半比
重，吉林冰雪旅游综合收入占
该省全年旅游收入的1/3。

在历史机遇期，辽宁如何
把“冷资源”变成“热经济”，努
力打造冰雪产业大省、冰雪旅
游强省，是当下我省多方应积
极探索的课题。

提要

引子

12 月 8 日，辽阳弓长岭滑雪场
开门试营业，不少滑雪爱好者按捺
不住热情鱼贯而入，拉开了新一年
冬滑的序幕。

尽管如此，受天气偏暖的影响，
弓长岭滑雪场今年开门的时间比往
年整整晚了半个月，意味着滑雪场
比往年少了十多天真金白银的营收
期。与此同时，滑雪发烧友也明显
感受到滑雪体验打了折扣，“雪偏湿
偏黏，还没达到理想状态。”

辽南，在营口虹溪谷旅游度假
区滑雪场，这里的工作人员对眼前
的天气状况同样感到失望，大规模
的人工造雪、雪场维护使成本陡增，
雪质也不如自然降雪那样舒服。

“我们的滑雪场使用周期只有35
天至45天，其他时间完全闲置，今年
这样的天气状况看起来不太妙，虽然
滑雪场主要是为温泉旅游主业配套，
但就滑雪场本身而言，从投资回报来
看是不成正比的。”虹溪谷旅游度假
区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徐娜说。

事实上，大型滑雪场由于受资
金投入大、运营成本高、营业时间
短、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影响，不少滑
雪场的经营一直处于微利甚至是亏
损状态。

目前，我省冰雪经济的现状是：
雪上强于冰上；冰雪旅游丰富，冰雪
体育、冰雪装备制造薄弱；区位好资
源多，但产业链短；冰雪产品丰富，
品牌不响。我省亟待把握机遇，把
基础优势转化为生产力发展，在拉
动冰雪旅游、冰雪体育、冬季服饰和
运动器材升级等方面做好文章，延
伸冰雪产业链条，带动项目周边商
圈发展，为冰雪产业健康发展找到
一条可持续之路。

在沈阳市民陈阳的童年记忆里，
一个带冰刀的马扎，外加两条铁棍子，
就能在冰上疯玩半天。如今，当他的
儿子想在冰上、雪上撒欢时，他常常不
自觉地以“不安全”为由制止。

10 月 15 日，沈阳启动“百万市民
上冰雪暨冰雪进校园”活动。陈阳儿
子所在学校是试点之一。看见儿子兴
致高涨，想到学校会有专业老师指导，
陈阳终于动摇，并为孩子置办了 3000
多元的滑雪装备。

以滑雪为例，目前我国滑雪参与
者还不足总人口的1%，其中真正的滑
雪“发烧友”比例更是微乎其微。根源
在于，受地理条件、消费水平、运动习
惯等因素影响，滑雪运动在我国缺少
历史传统，所以一直以来是一项相对
较小众的户外运动。冰雪运动普及率
低，同样是掣肘我国冰雪产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之一。

显然，要在2025年实现直接参加
冰雪运动的人数超过 5000 万人、带
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让人
们爱上冰雪运动，必须从提高普及率
抓起。

沈阳规划，到2025年至少创建20
所“全国中小学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
校”和 10 所“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教
育特色学校示范学校”。抚顺、葫芦岛
等城市开展了“冰雪进校园”活动，营
口开展了“市民上冰雪”活动。

魏群说：“完全支持‘冰雪进校园’
活动，为此我们滑雪场向辽阳籍中小
学生发出邀请，每生每年可进来免费
滑雪10次，满额测算仅门票让利就会
过亿元。但我们觉得值，一来培养了
爱好冰雪的潜在客户，二来对学生家
长也有拉动效应。”

辽宁中部、西部多家滑雪场经营
者告诉记者，如果中型滑雪场雪季接
待量不超过 6 万人次，则很难达到盈
亏平衡，一个只有几十万城镇人口的
地级市，未必能撑起 6 万人次的市
场。再加上同业竞争，旅游市场理性
化越来越高，以及自驾游的兴起，滑雪
场的餐饮、住宿收入呈下滑态势。

与此同时，省内不少冰雪、温泉
项目假日经济模式明显，面临“五天
闲两天忙”的状况。陈燕奎认为，化
解这个痛点并非不可为，一方面政府
应给予一定政策上的支持，打通交
通、保险、配套服务等瓶颈，讲好冰雪
和温泉文化；另一方面项目经营方配
合价格优惠，推动退休人群参与类似
休闲旅游、康养进社区等活动，改变
项目假日经济模式仍有较大的拓展
空间。

但谢中华提醒，政府对发展冰雪
产业的重视，应该体现在方向和政策
上，仍然要坚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遵循市场规则，政府不缺位更不能
越位。“政府给予支持不完全是钱的问
题，有些企业形成了思维惯性，眼睛不
看市场而看市长，这是要不得的。”

2018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
展冰雪运动、冰雪产业，积极对接北京
2022年冬奥会。9月25日至28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
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可以预见，辽宁冰
雪产业发展将迎来黄金时代。

辽宁省委党校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冉鸿燕表示，做热辽宁冰雪经济，关键
在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刻审视并
深入挖掘辽宁冰雪资源价值，加强顶
层设计，做好冰雪产业规划、冰雪制造
设备产品研究和开发及各项配套，探
索“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
体育”等冰雪产业发展新模式，培育壮
大辽宁经济增长新动能。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万重摄

普及率低
群众参与度有待提高

冰雪运动得从娃娃抓起

冰雪产业持续升温，但我省却面临链条短、品牌弱等问题——

“冷”经济如何热起来
本报记者 胡海林 李 波

12 月 19 日，天气晴好，弓长岭
滑雪场依靠人工造雪堆起的主雪
道，像一条玉带从山顶贯至山底。

雪道上，教练员小王耐心地向
学员讲解着技术要领。看到记者来
采访，一名学员戏谑说：“别看我雪
滑得不咋的，可装备没少投入，已经
六七千了。”

话题围绕滑雪“行头”展开，这
位来自大连的学员坦言自己购买的
雪服、雪镜和雪板等，要么从专卖店
购买，要么托朋友从国外代购，过去
没有认真想过产品产地问题，现在
仔细想来的确没有一件商品是辽宁
本地生产的。

出生在吉林的专业运动员魏
群，现任弓长岭滑雪场滑雪学校校
长。他认为，辽宁的专业滑雪产业
只有 20 年时间，与一些国家 300 多

年的历史相比，尚属“起步期”。以
此来看，要求辽宁乃至东北在滑雪
装备产业上有较好的表现和作为，
有些苛刻。但面对庞大的市场，却
不应无动于衷。

“以我们滑雪场为例，除了场
地，与本土的关联性都不大。滑雪
者的个人装备以进口为主，分低中
高档，成本从2000元至3万元不等，
而类似吊椅、索道、造雪机、压雪车、
魔毯等大件儿，更是依赖进口。一
辆便宜的压雪车需要 200 万元至
300万元，贵的超过千万元，我们滑
雪场今年新上的一套魔毯设施花费
超过100万元。”魏群说。

这种现状，让辽宁冰雪温泉旅
游协会副会长陈燕奎同样揪心，“冰
雪旅游我们一直都有，但辽宁作为
装备制造大省，冰雪装备产业却为

零，怎么看都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近几年，南方一些企业开始涉足冰
雪装备制造业低端生产环节，至少
已先于辽宁迈开了步。”

目前，国内滑雪板生产经营企
业主要分布在东莞、宁波、北京、哈
尔滨和吉林临江等地，滑雪运动装
备制造企业主要经营形式为外商
加工和贴牌生产，缺乏知名品牌、
核心技术，造成我国冰雪装备自主
知 识 产 权 品 牌 过 少 且 竞 争 力 不
足。而利润率较高的滑雪板、滑雪
鞋以及滑雪手杖市场，大部分被国
外品牌占领。

事实上，冰雪产业拥有庞大的
产业链条，由于辽宁冰雪产业起步
较晚，尚未形成完整的冰雪旅游、冰
雪赛事和冰雪装备的产业链条。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 14

市共建起 35 家滑雪场，利用水面
资源开展的冰上项目有 20 多个，
产品的丰富度较为理想。另外，
我 省 航 空 、高 铁 、高 速 等 交 通 便
捷，日照时数多、平均风速小，室
外活动体感温度条件明显优于黑
龙江、吉林，全省自然降雪量、适
宜人工造雪的时段明显优于华北
地区……

在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
副处长谢中华看来，我省冰雪“冷资
源”优势明显，再加上得天独厚的丰
富温泉资源，更是如虎添翼，但受制
于经营理念、产品文化等因素，我省
冰雪产业的重心落在冰雪休闲旅游
上，冰雪赛事、冰雪装备等劣势明
显，产业链条过短，“冷资源”还没变
成“热产业”，有待进一步解放思想，
加大开拓力度。

起步偏晚，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冰雪装备产业缺失“辽宁元素”

营口旅游资源禀赋优良，山海
河林泉寺富集，尤以大海和温泉闻
名，而且营口是我国大陆地区唯一
可观夕阳落海的地级市，迎海风、泡
温泉、观落日，可谓惬意。

为了改变现有旅游资源半年热
闹半年闲的窘境，近年来，营口加大
了寒地冰雪旅游的推介力度。

2017 年 12 月下旬，营口冰雪
温泉旅游无锡推介会举行。“场下
130多人，只有一人来过营口，另外
两人听说过营口，其余的人都不知
道这个城市，更不晓得在什么方
位。”时任营口市旅发委副主任的
范永军坦言很“受伤”，“我们那么
好的旅游资源，放在国内看却还是
深藏闺中。”

今年 12 月初，抱着学习的态
度，辽宁虹溪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划总监吕佳临特意到黑龙江雪

乡、亚布力等地考察冰雪项目，考察
的结论却是，“我觉得雪乡和亚布
力在吃、住、行和旅游产品上并不比
我们强。”

那么，为何雪乡、亚布力成为全
国知晓的旅游目的地，而虹溪谷在
东北域外却鲜为人知？吕佳临说：

“品牌不强、宣传推广乏力是我们当
前存在的最大问题。雪乡火爆是在
2013 年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
录制之后。”

打造冰雪产品龙头品牌，既需
要政府搭台，更需要市场主体参与，
然而让吕佳临最为困惑的是，单家
企业品牌推广投不起，同行之间不
抱团。他说：“我们刚推出一个 499
元住五星级酒店短期主题活动，很
快就有其他酒店打出299元牌。同
业如此，在跨业寻求商业合作时也
是频频遇冷。”

这样的境遇，辽阳佳兆业铂域
酒店总经理翁家伟感同身受。半年
前，他从深圳来这家位于弓长岭的
酒店任职，在这期间该地区发生的
大面积温泉价格战让他惊讶不已。

“来之前，我特意查询了弓长
岭的资料，网上资料限于这里有
矿有泉有美食。来之后大范围走
访，发现这里文化底蕴深厚，有八
角古井、姑嫂城、朝阳寺等，特别
希望可以一起合力做大做强弓长
岭这个品牌，蛋糕大了，市场参与
个体的效益也会水涨船高，而不
应 该 只 盯 着 眼 前 的 一 点 儿 小 利
益。”翁家伟说。

范永军认为，打造一个区域性
冰雪旅游产品品牌，关键在于持续
不断提升品质和服务，同时扩大对
外宣传推广力度，这也是营口连续
举行12届辽宁冰雪温泉旅游节、向

京津冀地区发力吸引新客群的主要
原因。

吕佳临说：“无论是《爸爸去哪
儿》之于雪乡，还是盘锦国际马拉松
之于红海滩，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就是政府搭台、市场参与、媒体助
力，在有优质产品的基础上，努力把
一个区域性的旅游品牌做大做强，
把辐射力扩大至全国，甚至在国际
上有影响力。”

事实上，省内一些冰雪、温泉
项目因同质化而带来的价格战问
题，同样引起了旅游主管部门的注
意。谢中华说：“需要政府从规划
层面、行业协会从引导层面，帮助
企业开展差异化、层次化经营，专
业、休闲、多类型组合，打造我省的
冰雪核心产品及品牌，以龙头引
领、以点带面的路径推动我省冰雪
产业的整体繁荣。”

品牌不响，产品知晓度不高

冰雪产品亟待打造龙头引领体系

越来越多的人到滑雪场一展英姿。

辽宁冰雪经济调查（上篇）

游客在体验初学滑雪的乐趣。雪坡滑落项目让游客玩得开心。

滑冰成为人们喜爱的冬季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