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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资源”南下，“四季滑雪”开始受青睐

◎ 记者 刘 青

做强“冰雪+”，还要实现“需求牵引

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培养

新的消费习惯。

记者了解到，为培育冰雪社会消费

需求，浙江省在 2023 年成立冰雪运动协

会，大力发展冰雪运动俱乐部，积极打造

冰雪嘉年华、滑雪旅游节等活动品牌；广

泛开展冰雪项目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

让冰雪运动进入大众视野中。

“冰雪运动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市

场规模上，质量的提升同样重要。”协会

负责人认为，应将南北“联动”作为提升

质量的一个着力点。比如，加强南北方

冰雪文旅项目合作，让南方室内雪场和

北方高品质室外雪场深度交流，形成“南

初学、北进阶”的模式。再比如，南北方

地区开展跨季旅游资源整合，通过实施

门票优惠等政策，实现跨地区、跨季节游

客资源调剂，让消费者获得更加多元、丰

富的旅游体验。

而好消息也接着到来，2 月 20 日，总

投资 30 亿元的“中国冰雪·临安·启迪冰

雪荣耀之城”在临安滨湖新城正式开工，

建造周期 15 个月。这意味着 2025 年，杭

州人可实现“四季滑雪自由”。

据了解，项目落成后，将成为浙江省

目前为止规模最大、雪道落差最高、雪道

最长、沉浸式体验冰雪项目最丰富的室

内冰雪乐园，包括搭配了长380米的差异

化多维雪道，冰雪娱乐和冰雪竞技设施

俱全。有关部门预测，该项目投用后，年

接待量超过 150 万人次，年营收超 3 亿

元，是临安区持续做大“冰雪 IP”，打造以

“高山滑雪、全域赏雪、四季嬉雪”为核心

的江南冰雪之城的重要一环。

《中 国 滑 雪 产 业 白 皮 书（2022—

2023）》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5 月，全球

前十位的室内滑雪场中，中国已占据半

数。室内雪场增幅超过传统室外雪场，

2013 年至 2014 年雪季，国内仅有 5 家室

内雪场；而到 2022 年至 2023 年雪季，室

内雪场已达 50 家。从地理分布来看，室

内雪场多位于南方省份。

如何让冰雪运动长久地“热”起来，

浙江正在思考并认真作答这道题。

乘着“开学之风”，3 月 2

日，第十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浙江分会场）暨浙江省第八

届冰雪运动嘉年华（绍兴柯

桥站）将在绍兴启迪乔波冰

雪世界开幕，为莘莘学子送

去一堂别具一格的“冰雪第

一课”。据了解，此次冰雪运

动嘉年华将进行多方联动。

一方面，冰雪教练、体育明星

将走进当地学校课堂开展冰

雪宣推会，传播冰雪知识，普

及冰雪运动；另一方面，绍兴

市柯桥区青少年滑雪队的小

队员们将摇身一变成为“小

小”滑雪教练，为活动参与选

手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冰雪

课。

而春节期间，安吉云上

草原星空滑雪场经常排起长

队，雪场入口排队时间在一

小时以上，进入雪场后还要

再排队 15 分钟才能领到雪

具。其中各个主题酒店在冰

雪经济的助推下，假日期间

几乎全天候满房，滑雪场单

天接待人次达 1.3 万以上。

此外，同样位于安吉的龙之

梦滑雪场春节期间客流量近

10万人次。

“受益于冬奥会，冰雪经济由北向南

扩散成效明显，释放发展‘热效应’。”浙

江省冰雪运动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南方正着力挖掘特色冰雪资源，推

动一批高质量室内冰雪运动场馆加快落

成，聚焦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融合，让室内

冰雪运动的热度升腾起来。

“因为身处南方很少能见到雪，所以

格外向往滑雪运动。老家是绍兴的，从

柯桥有了（乔波）室内滑雪场后，我们不

用去东北，省时又方便。”一有时间，要回

绍兴看望家里老人的林祥就会带着孩子

们到室内滑雪场玩。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很多冰雪爱好

者会选择在室内滑雪场办年卡、请教练、

购买滑雪产品。江苏省无锡市热雪奇迹

滑雪场总经理祝笛介绍，该滑雪场的年

卡会员数量超过千人。自去年 11 月 8 日

至今，滑雪场已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次，

客流超过了北京冬奥会那年的表现。其

中，七成来自长三角其他地区。

仅江浙两地，目前室内滑雪场数量

就接近 30 家。祝笛还表示，考虑到南方

游客对冰雪消费需求旺盛，该品牌打造

了“四季可滑”的室内滑雪场。且目前大

多数室内雪场都会在各个节点推出优惠

门票、滑雪培训课程以及多种娱雪项目，

因此热度不会受季节影响。

台州天台山雪场乐园也是一家室内

滑雪场，雪场一年四季开放，乐园比较适

合初级滑雪体验者，除了滑雪还有一些

其他项目，如雪地自行车、冰雪迷宫等，

比较适合亲子冰雪游。乐园负责人坦

言，早些年，南方没有多少室内滑雪场，

人们只有冬天去北方的室外滑雪场才能

滑雪，所以潜意识里认为滑雪是一个冬

季产品。而如今，很多人会在暑期前往

室内滑雪场滑雪避暑，反而出现了“反季

滑雪”。室内雪场突破了滑雪时空限制，

让人们可以在家门口四季畅滑，也让滑

雪运动逐渐成为大众化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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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下滑雪到四季滑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