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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冬奥时代后冬奥时代
冰雪冰雪在广东“燃”起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刘星彤
图/受访者提供

“北京冬奥会激发了老百姓对
冰雪旅游的刚性生活需要。”中国旅
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
展 报 告（2022）》显 示 ，2020 年 至
2021 年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
人数从 2016 年至 2017 年冰雪季的
1.7 亿人次增长为2.54 亿人次，预计
2021 年 至 2022 年 冰 雪 季 将 达 到
3.05 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入有
望达到3233亿元。

令人惊喜的是，随着休闲度假
旅游的深入开展和冰雪旅游基础设
施的不断投入建设，南方地区也跻
身冰雪旅游旺地。地处千里之外的
广东与北京同频共振，冰雪旅游热
情被空前激发。

2022 年春节黄金周，广东各大
冰雪场馆迎来显著客流增长。正佳
广场冰河湾真冰场平均每天接待上
冰人数达 800 人至 1200 人，较往年
增加三成；在30公里外的广州融创
文旅城，华南最大室内滑雪场广州
热雪奇迹，春节期间的滑雪教练预
订量比平时增加一倍；深圳的各大
真冰场、滑雪场、冰球俱乐部也都人
头攒动，春节及冬奥会期间，深圳世
界之窗冰雪世界的入场人数、经营
总额均超去年同期一倍以上。

对于在家门口拥有“真冰真
雪”，广东人确实敢为人先。早在
1989 年，麓湖真冰溜冰场即作为冰
河湾的前身，以全国首家室内商业
真冰溜冰场的身份亮相。2005 年，
当冰河湾真冰场落户繁华的天河路
商圈，更让不少广州人见识了在大
型商场内冰面滑行的风采。

政策支持为广东冰雪产业提供
了良好的生长环境。2016 年，广东
将发展冰雪运动纳入“十三五”规
划；2017年，深圳市与国家体育总局
及相关企业签署《共同支持国家女
子冰球队建设，备战 2022北京冬奥
会合作协议》，国家女子冰球队落户
深圳龙岗。最新发布的《广东省“十
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则提出一系
列具体目标，包括“冰雪运动形成南
粤特色”“引导体育产业与冰雪运动
融合发展”等。

本届冬奥会上，十多名广东籍
运动员首次登上冬奥历史舞台。奇
创旅游集团旅游产业研究院专家刘
宇楠认为，广东省的冬奥“破冰”，以
及由广州美术学院团队设计的冬奥
吉祥物“冰墩墩”成为“顶流”，为冬奥
赛场增添不少广东元素，将极大增强
广东省发展高质量冰雪旅游的信心。

“你问我冬天去哪里旅游，我肯
定就想去滑雪。”每到冬天，陈远斌
所在的滑雪群里都会讨论去哪儿滑
雪。作为自小生长在华师大院里的
广州人，十几年前，而立之年的陈远
斌在日本留学期间才第一次见到
雪。后来他留在日本工作，同事带
他一起去滑雪，“滑了一次就喜欢上
了”。那时，陈远斌滑雪的时间很固
定，周末都滑雪，雷打不动，每个月
滑八次。

像很多滑雪发烧友一样，基于
对更高技术的追求，他考取了日本
SAJ单板公认滑雪指导员等多个教
练资格认证，并开始以专业视角去
观察这一市场。他发现，广东的很
多“小白”即使从未见过冰雪，也对
滑雪兴致盎然，这让他油然而生一
种“使命感”。陈远斌如今是 JSKI
中文国际滑雪学校广州分校校长兼
日本白马分校校长。每年，他日本、

广州两边跑，在日本也给当地日语学
校的中国留学生开设滑雪训练营。

陈远斌在广州天河的滑雪模拟
机俱乐部将在今年 6 月开门营业。

“选点市中心，就是让大家能随时走
进来，更方便地练习滑雪。像跑步
机一样，你可以在滑雪机上不停地
滑和练，永远滑不到尽头。”陈远斌
认为，广东的滑雪氛围甚至比北方
还要好：“在雪季，走进北方任何一
间滑雪场，都能听到很多人讲粤语，
可见广东平时隐藏了多少民间高
手。”

来找陈远斌学滑雪的人以年轻
女孩居多，绝大多数都是零基础。
有趣的是，不少年轻学员是通过小
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看到别人滑
雪的帅气身姿，拿着视频来找他、想
模仿：“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滑雪
依然很时髦，他们更希望用滑雪来
展示自我、社交。”

两个月前，广雅中学花都校区
迎来历史性的一刻：一座 500 多平
方米的室内真冰场在校内正式落成
启用。这是广东省公办学校中的首
个真冰场馆。这让不少从未见过冰
雪的孩子兴奋不已，上演了一幕亚
热带的“冰雪奇缘”。

自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
各地“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蔚然成
风。广州市花都区多所学校受广州
热雪奇迹辐射带动，将冰雪文化渗
入教学体系。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花都学校是
广东省遴选出的18所“校园冰雪运
动推广试点学校”之一，也是目前全
省唯一一家实现在校内滑雪馆训练
滑雪的学校，它与花都秀全街乐泉
小学一同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校
园冰雪体育传统特色学校”。每到课
时，学生们在校内滑雪馆反复打磨滑
雪技能，摔倒、爬起，乐此不疲。

孩子们爱上滑雪的理由很简
单。作为滑雪校队主力队员之一，五
年级的濮溢越道出很多孩子的心声：

“爸爸带我去过附近的一家滑雪场，
看到里面的人滑下来的时候很酷，我
就下定决心学滑雪了。”

在去年12月于吉林长春举办的
“筑梦冰雪·相约冬奥”第三届全国
学校冰雪运动竞赛中，花都华附滑
雪队代表广东取得了越野滑雪 4×

400米接力第五名的好成绩，这一成
绩可谓来之不易。正如获得小学女
子 1KM 越野滑雪第五名获得者温
燃所说：“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
起，训练让我有了顽强的意志！”

花都华附目前计划增加轮滑、
冰球、冰壶等项目，增加更多冰雪设
施设备。校长张朝胜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自滑雪成为该校校本特色课
程以来，至今已有超1130名学生学
会了滑雪，未来还将推广至全校。

据了解，花都区校园冰雪运动
下一步还将建立小学、初中、高中

“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广东省冰
雪运动协会副会长李伟表示，将以
花都区为先行试点，在全省鼓励有
条件的学校组建青少年滑雪竞技校
队，深入推动全省校园冰雪运动取
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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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国
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 3.46 亿人，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已
经达成。

ATM 滑雪俱乐部联合创始人
陈耀钊表示，业界对后冬奥时期广
东的冰雪旅游发展寄予厚望。

根据广东省体育局的最新数
据，目前广东共有室内冰场19家，室
内雪场3家，冰雪场馆总面积约10万
平方米，全省有冰雪社会俱乐部 25
家。而据广东省冰雪运动协会绘制
的目标，力争到2025年，全省冰雪运

动场馆数量达30座，全省冰雪社会
俱乐部数量达100家，直接参与冰雪
运动人数超过 200 万，带动 1000 万
人参与冰雪运动。

刘宇楠判断，南方市场迎来冰
雪旅游的黄金机遇，要做好“冰雪+”
文章，除了引入冰雪 IP，更需有针对
性地进行服务提升及营销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冬奥会文创产
品风靡全国，粤产吉祥物“冰墩墩”

“一墩难求”。将冰雪文化融入广东
独有的岭南文化印记。打造独特的
冰雪 IP文创，这样的探索兴许将带
来更多惊喜。

南方游客相约
到广州滑雪、省内
群众在“家门口”追
逐冰雪梦想……

五 月的岭南已经入夏，
北京冬奥会也已过去
三个月，但冰雪旅游的热

潮却并未在此降温。广东各大冰雪
场馆极度火热，昭示着“冷冰雪”催
生着“热经济”。

近期，马蜂窝发布的体育旅游
主题报告提出，北京冬奥会给中国
文旅行业带来的利好将持续，体育
旅游及冰雪旅游正成为全民运动休
闲的新常态。在广州、深圳这样的
亚热带城市里，“家门口”室内冰雪
游体验的常态化，正成为一道现
象级的风景。

2022年开年，北京冬奥会大幕
拉开。当谷爱凌、苏翊鸣一跃成为

“全民偶像”、首钢滑雪大跳台等冬
奥场馆变身“热门打卡地”，我国的
冰雪旅游也应声掀起新一轮“全民
热潮”。

冬奥会后，冰雪旅游成为今年
最火热的旅游业态之一，一些新兴
细分业态也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关
注。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吴若山认为，随着南方滑
雪场的增多，南方潜在的冰雪消费
需求逐渐释放，冰雪旅游成为真正
的“全民旅游”。

当前，我国冰雪旅游消费显现
出本地化、小半径特征。飞猪数据
显示，3小时路程的“家门口”滑雪
最受青睐。在春节冰雪旅游热门目
的地城市中，广州市勇夺第二名，仅
次于北京，受欢迎程度高于哈尔滨、
长春等东北冰雪旅游名城。

对很多广东的雪友来说，广州
热雪奇迹（融创雪世界）是他们主

要的启蒙地、训练场，其拥有总面
积7.5 万平方米的华南最大室内滑
雪场。数据显示，自 2019 年 6月 1
日开业以来，广州热雪奇迹迄今已
累计接待超 200万人次，最高单日
超7500人次进场。

在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过程
中，广州热雪奇迹将赞助全省不少
于30所学校发展滑雪运动，建设青
少年滑雪竞技校队。据悉，融创在全
国所有热雪奇迹内均开设有青少年
竞技滑雪队，目前已选拔140名孩子
在广州热雪奇迹培训，未来他们极有
可能成为专业的滑雪运动员。

依托广州融创文旅城、星级酒
店群、大剧院等业态，广州热雪奇
迹“华南冰雪旅游微度假目的地”
的名号已打响。据广州融创文旅
城总经理孙铮介绍，目前景区最大
客源地来自广东本省，占比六成，
其余则是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
周边省份的游客——“相约去广州
滑雪”，不再是一句玩笑。

温暖花城成“冰雪旅游热门城市”

家住广州越秀区的“70 后”胡
锐在 2020 年粤港澳滑雪精英挑战
赛中获得了包括女子双板总冠军在
内的双料冠军。最让她兴奋的是，
她是该届大赛冠军中唯一的广州
人，“为我们广东的女子争光了”。

2016 年，胡锐还居住在加拿
大，偶然试滑一次便深深迷恋上这
项运动，从此每天上山滑雪。胡
锐在加拿大考取了 CSIA 双板二
级教练资格，2019 年回国后进入
滑雪行业，成为枫滑雪业广州分
公司的负责人，顺理成章当上了
滑雪教练。

“最开始，不少人连滑雪和滑
冰都分不清。”胡锐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这样的尴尬场景得到明显改
善：“2019年，雪场里几乎没几个人

会滑，更别说上高级道了；但现在，
很多人在中、高级道滑。”

北京冬奥会后，找胡锐学滑雪
的人骤增，“最忙时一周有六天都
在带学员，周末全部排满”。这当
中，受影响最大的是青少年滑雪
者。胡锐说，经常会有小学员找到
她说：“我要滑雪！要学谷爱凌！”
更有家长拿着谷爱凌的滑雪视频
告诉她，孩子就想学这个，并托她
帮忙购买谷爱凌同款雪板……

胡锐对广东培养青少年滑雪
人才十分看好。在她看来，种种利
好之下，广东完全可以培养出自己
的滑雪奥运冠军。胡锐大胆预测，
一个孩子可能带动身边的五个孩
子，辐射到家庭范畴，未来广东滑
雪人群将呈几何倍数增长。

偶像力量让青少年痴迷滑雪

滑雪运动驱动旅游及社交

三十余年 从首家真冰场到“冬奥破冰”

南国校园刮起“冰雪旋风”
青少年结下“冰雪奇缘”

以文化IP“再造”冰雪旅游

青
少
年
在
广
州
室
内
滑
雪
场
体
验
滑
雪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花都学校在
校内开展日常训练

胡 锐
（中 排）和
小 学 员 们
在 广 州 热
雪 奇 迹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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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亿人上冰雪”、冰雪
项目南下，是北京冬奥留给
我们的遗产，大力推动了体
育与旅游的融合，使其延伸
到日常性的健康休闲生活
中。在疫情导致的旅游“洗
牌”中，户外运动、健康旅游
反而成为旅游活动更重要
的部分。综观广东省内，广
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
等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全
国领先，追求冰雪运动等新
潮体验的意向也更浓厚。从
这一点来说，广东的冰雪及
体育运动必须是高质量的、
国际标准以及国内领先的。

如 何 发 挥 北 京 冬 奥 效
应、提升本地冰雪旅游消费
频率、挖掘冰雪旅游消费潜
力，将是广东省体育旅游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围
绕冰雪运动的常态化主题
时尚文体活动与赛事，更加
短途、优质、高频的大众化
冰雪旅游产品以及冰雪旅
游文创 IP 培育及文创旅游
商品供给，将成为广东本土
体育旅游项目开发及体育
旅游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方向。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的印发以及
2025 年第十五届全运会的
承办，为广东体育旅游的发
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和动
能。未来，建议广东从以下
几方面展开一些新的探索：

——创新办赛方式，引
导观赛经济。目前，粤港澳
大湾区是我国举办职业体
育赛事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但在竞赛表演、观赛经济发
展上，与全球一流的湾区相
比仍存在不足。可借鉴新
加坡 F1 大奖赛的成功经验，
打造兼顾专业与大众口味
的国际化赛事寻求突破。

——培育文化 IP，推动
跨界融合。可借鉴日本镰
仓“灌篮高手”文化体育旅
游活动的经验，强化对本土
体育文化 IP 的培育，加强与
国际知名体育 IP 合作，同时
大力开发群众喜闻乐见的
体育 IP 文创旅游商品，将体
育文化 IP 融入旅游产品设
计，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或具有更强市场号召
力的“体育+文化+旅游”跨
界融合品牌，多举办常态化
时尚文体活动与赛事。

——释放绿道活力，提
升大众参与。依托近年来
卓有成效的广东绿道建设
和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或
可探索“国家路游公园”体
育旅游发展新模式，策划推
出群众参与度高的徒步、马
拉 松 、自 行 车 赛 等 赛 事 活
动，引导培育一批国民乡村
运动度假胜地，布局建设户
外休闲运动营地，将体育旅
游延伸到日常性的健康休
闲生活中，让外来的游客、
运动的流量渗透到省域各
处，从而最大化提升体育旅
游对乡村经济、生态经济的
全域拉动作用。

借助冬奥效应
推动体育旅游
走入大湾区
千家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