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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业视点

信 息速览

休 闲时代

春节将至，年味渐浓。1月12日上午，在位于东城区王府井工美
大厦一层的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内，“冬奥闹新春”——北京冬奥
会特许商品年货节盛大启幕。

“点燃冬奥”倒计时系列徽章收官

“点燃冬奥”倒计时系列徽章自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0天起推
出，每隔一段时间推出一枚。最后一枚开幕式徽章在年货节正式推出，
这枚徽章内容丰富，不仅标注了徽章主题，还有“2022.02.04”“正月
初四”“立春”等字样，并将开幕式场馆鸟巢、吉祥物“冰墩墩”中英
文口号融合在一起。至此，全部16枚徽章共同组成了一串火红的鞭炮
形状，通过这个精妙设计讲述了百余年来中国与奥林匹克的不解之缘，
也包含着对热爱生活、喜爱奥林匹克的人们的新春祝福。

新春新气象 冬奥送吉祥

红红火火的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宫灯首次在年货节上亮相，以六方双
层宫灯为灵感，将冬奥吉祥物与宫灯相结合，辅以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和
中国结，春节之际悬挂于家中，节日的喜庆气息及红火氛围扑面而来；

“北京冬奥会迎春祈福吉祥礼盒”则包含福字、红包、灯笼、吉祥物挂
件等；“北京的春节”系列徽章，从置办年货到穿新衣，八枚徽章重现
了北京多样的春节活动；“老北京的冰上时光”系列徽章，则讲述了明
代以来老北京参与冰上运动的15个故事，表现北京这座城市的冰雪文
化底蕴。

除了喜庆的春节元素特许商品，人气火爆的、以冬奥会吉祥物为主
要元素的特许商品，如可爱的吉祥物笔袋、活泼的吉祥物毛绒玩具套装
等也在本次年货节上齐聚亮相。

当传统非遗遇上春节

除众多具有实用性的特许商品外，很多体现非遗技艺的工艺品也在
本次年货节上集中推出，特别是具有收藏意义的冬奥特许商品。北京冬
奥徽宝系列产品、冬奥官帽茶盏、冰雪玉如意、冬奥冰雪瓷尊、冬奥五
环珐琅尊等工艺品成为旗舰店又一亮点，另有陶瓷制品、紫砂壶等产品
也集中亮相，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据介绍，本次冬奥年货节从1月12日开始，持续到2月底，横跨春节、
元宵节两大传统节日。为配合本次年货节的举办，旗舰店内也策划了丰富
多彩的活动。北京冬奥会赛前的每个星期六和冬奥赛事期间，店内都将组
织奥运徽章交换活动，顾客还可以通过店内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台个性
化徽章制作机，制作一枚属于自己的专属冬奥徽章。同时，冬奥年货节期
间，旗舰店内还将送出万张“福”字，祝大家万福吉祥。顾客也可以在旗舰
店内的“冬奥许愿树”下，亲手为北京冬奥会送上新春祝福，并通过店内的
云货架定制个性化服装和帆布包。

当冬奥遇上春节

冬奥特许商品年货节开启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小区域、高频次冰雪游常态化

中国旅游研究院冰雪旅游专项调
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90.1%的老
百姓曾经以不同形式体验过冰雪旅
游，每年有63.3%的人体验过1-2次
冰雪旅游，有24.8%的人体验过3-4
次，这说明我国正在从冰雪旅游体验
阶段进入冰雪旅游刚性需求阶段。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极大激
发百姓冰雪旅游热情，调查显示，
71.7%的游客会在北京冬奥会激励下
改变或者增加冰雪旅游消费，68.4%
的游客确定受北京冬奥会影响增加冰
雪旅游的次数。

这组数字反映出，冰雪旅游消费
市场正在出现结构性调整。《报告》
指出，高频次冰雪游消费正成为一种
常态，我国正在从冰雪旅游体验阶
段，进入到冰雪旅游刚性需求阶段，

“小区域、低消费、高频次、旅游本
地生活化、服务自助化、冰雪观光和
滑雪休闲度假并重”成为新特征、新
趋势。

在 冰 雪 旅 游 目 的 地 选 择 上 ，
42.3%的消费者倾向于选择近距离冰
雪景地，36%的人偏好远距离，另有
17.8％表示远近均会体验。

在疫情笼罩、周边游流行的行业
大势下，服务自助化成为重要倾向，
冰雪旅游观光及休闲度假并重均衡发
展。《报告》内容显示，65.2％的游
客希望全自助办理、非接触式服务完
成冰雪旅游项目；42.5％的游客倾向
于冰雪观光游览，45.1％会选择滑雪
休闲度假。

各地冰雪建设如火如荼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以
来，全国滑雪场门票元旦假期预订量同
比2020年增长86%，其中，华北、东
北地区用户在选择周边景区时，平均5
人中就有1人会选择滑雪场。

飞猪方面表示，近元旦一周内，其
平台上冰雪旅游类商品预订量环比上周
增长188%，松花湖滑、北大壶滑、北
京南山滑、北京万科石京龙滑等，成为
旅客追订的热门雪场。

同程旅行大数据显示，元旦期间，
冰雪游相关酒店、景区热度均有所上
升。其中，滑雪场周边酒店预订量环比
增长140%，滑雪场门票预订量环比增
长110%，冰雪世界类景区门票预订量
环比增长220%；“冰雪世界”和“滑
雪 ” 双 双 进 入 元 旦 假 期 出 游 主 题
TOP5。

与消费市场热度相对，是投入一
端，万亿资金正引领全国冰雪游重资
产投资热潮。据旅游研究院数据，在
重大项目领域，2018-2021 四年间，
建成较大投资规模的重资产类冰雪建
设项目 157个，重资产项目接近 1万
亿。南北区域趋向平衡，三北 （东

北、华北、西北） 地区吸纳的投资金
额占比47.9％，其余四区 （西南、华
南、华中、华东） 占比达52.1％。交
通基础投资专项方面，2016年以来建
成冰雪旅游交通项目共计128个，涵
盖铁路、公路、交通枢纽等，投资总
额达2.47万亿元。

多层次冰雪经济体系形成

据统计，新疆、西藏、四川、贵
州、河南、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辽
宁、北京等多省市，均结合境内自有的
雾海松涛、林海雪原风光，推出了具有
当地特色的冰雪度假项目、旅游线路，
同时推出减免优惠、景区让利等举措。

以身处雪域的新疆为例，2021年
11月，新疆文旅部发布了25条冬季自
驾游线路、10条冰雪游线路等冬季旅
游 精 品 线 路 。 在 2021- 2022 雪 季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4月） 期间，
将在区域内推出1500余项文游活动；
优惠力度也很大，全疆各地已推出景区
免门票、旅行社奖补、旅游直通车等
74项优惠措施。

《报告》 尤其看好东北、京津冀、
新疆三个区域的冰雪旅游潜力。其中，
东北地区有望在2025年“十四五”末

期实现3亿冰雪旅游人次、5000亿元
收入，京津冀地区有望实现1亿冰雪旅
游人次，2500亿元收入，新疆地区有
望实现1亿冰雪旅游人次、2000亿元
收入。

另外，西藏、青海为代表的青藏高
原冰雪观光旅游带和以川贵鄂为代表的
中西部冰雪休闲旅游带，也均蕴含着

“十四五”末期实现5000万冰雪旅游人
次、1000亿元收入的巨大市场潜力。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2022
年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上表示，尽管
元旦假期出游人次和消费活跃度均有
5%－6％的下降，但以冰雪为主要活动
背景和消费场景的本地游、周边游持续
升温，长白山等传统冰雪旅游度假区、
北京延庆、张家口崇礼等冬奥会项目所
在地热度明显升高，南山、北大湖、松
花湖、渔阳、石京龙等滑雪场亦同时出
现量价齐升的良好局面。

“在迎接冬奥会的这个冰雪季，城
乡居民对冰雪休闲的向往已经转换成
为旅游消费的市场基础。文化和旅游
部不久前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冰雪旅
游度假区，一个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科技资本创意共同推动、类型多
元、层次多样的冰雪经济体系已经成
型。”戴斌说。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2）》发布

我国冰雪旅游收入将达3233亿元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
时，中国向国际社会许下的郑重承诺。开展冰雪运动需要具备哪些条
件？冬奥会结束后，如何持续提升大众冰雪运动热情？清华大学副教
授、亚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冠军周小菁对此进行了解读。

“以往我们觉得冬奥会是件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当冬奥会真正走到身
边，就会让更多的人主动了解冬奥会项目，并积极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周
小菁说。

整体上看，冬季奥运会的项目对场所要求较高，对天气要求也比较
高，这些项目没有特定的场所和体育馆是很难普及推广的。“目前，在
北京市海淀区有适合开展冰雪运动的国际化标准场所，但是这样的场所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而且投入很大，维护费用也很高，所以冰雪运动推
广起来确实会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周小菁认为冰雪运动的普及推广一定要先从校园开始。一方
面，在校园开展冰雪运动，学生们比较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尽管不一
定是在冰上或者雪地里练习冰雪运动项目，但学生们能体会冰雪运动大
概是什么样子。“清华大学在同相关部门的合作下，在紫荆操场里铺设
了一块小型场地，可以打冰球、冰壶等等，从目前看，让学生近距离真
实地体验冰雪运动，对激发学生的冰雪热情很有效。”

至于如何在冬奥会结束之后，持续提升大众冰雪运动热情？
周小菁则表示，想让冰雪运动长久地发展下去，一方面需要通过科

技手段创造开展冰雪运动的条件，同时也要有一些必要的措施促进冰雪
运动发展，比如倡导“以赛代练”。“比赛是一个展示的平台，通过比
赛，可以看到练习的成效，带来成就感，这样也可以和其他冰雪运动爱
好者交流、切磋，共同提高。”

“我一直认为学习和运动不仅不矛盾，还是相辅相成的，运动对学
习有促进作用。”周小菁说，人在学习或做科研的时候大脑处于紧张状
态，但当进入运动状态时，整个人的心情就会很愉悦，也会有更饱满的
精神投入到学习和科研中。

此外，孩子们在学习体育运动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有优秀的老师给
予指导，因此建议国家加强体育运动方面的师资力量，特别是冰雪运动
的师资。

普及冰雪运动 路在脚下
人民政协网记者 秦云 鲁雅静

本报讯 1月12日，2022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张坊冰雪运动小镇
——“相约冬奥 一起向未来”活动在北京房山云居滑雪场举办。此次活
动旨在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紧紧抓住房山区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的契机，结合张坊镇文旅融合大发展的规划，将旅游、休闲、
美丽乡村、冰雪世界几大主题融合，释放冰雪旅游产业蓬勃活力，加快推
进张坊冰雪运动小镇经济高质量发展。

房山区政府副区长靳璐表示，房山区将冰雪运动作为冬季旅游主导
产业之一，以张坊冰雪运动小镇为中心，激发了张坊旅游产业绿色发展
的新“燃点”。

张坊镇党委书记王文路介绍，张坊镇重点围绕培育以冬季冰雪运动
为核心的四季产业链，将云居滑雪场纳入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中，打造云
居滑雪场、乐谷银滩等“冰雪+体育”“冰雪+休闲”的京南特色冰雪旅
游世界，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据悉，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房山区委宣传部、区体育局、区文化和旅
游局、张坊镇人民政府主办，北京悠波润宏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云居滑
雪场）承办。

（马健）

房山张坊创建冰雪运动小镇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足
一个月，冰雪旅游市场早已抢
先一步走红升温。

1月 5日，中国旅游研究院
发布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2） 》（ 以 下 简 称 《 报
告》）。报告指出，尽管有疫情
影响，但是在北京冬奥会、冰
雪出境旅游回流、旅游消费升
级及冰雪设施全国布局等供需
两方面刺激下，全国冰雪休闲
旅游人数从 2016-2017 冰雪季
的 1.7 亿人次增加到 2020-2021
冰 雪 季 的 2.54 亿 人 次 ， 预 计
2021-2022冰雪季，我国冰雪休
闲 旅 游 人 数 将 达 到 3.05 亿 人
次，我国冰雪休闲旅游收入有
望达到3233亿元。

“阿姨你看，这是冰墩墩，这是
雪容融！”在一幅绘画前，两个小男
孩争相介绍着。

“这只老虎是真的吗？”在一幅名
为 《冬奥健儿 虎虎生威》 的作品
前，一个小女孩被栩栩如生的老虎吓
得跳了起来。

“画中的运动员太酷了，妈妈，

我也想学滑雪！”另一个小女孩笑着说。
……
彼时孩子们参观的作品，均出自他

们的同龄人之手。绘画者是青少年，参
观的主体也是青少年，不知不觉间，一
场冬奥之约正在他们的画里、话外展开。

1月8日，“我为冬奥加油”青少年
迷你冬奥会绘画作品展，在中国宋庆龄
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在以蓝
天、白雪元素为背景布置的展区内，共
有100余幅首都青少年的冬奥主题作品
展出，吸引了不少到访中心的青少年、
家长驻足观看。

“我第一次看时也不敢相信，这些
竟都是孩子们所作，他们观察冬奥的视
角很开阔，画得非常好！”作为主办
方，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
下简称北京市关工委）副秘书长、办公
室主任韩清峰深感欣慰。

韩清峰介绍，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
参与冬奥的热情，落实“以运动员为中
心”的理念，北京市关工委和北京冬奥组
委新闻宣传部等有关单位，从2021年9
月1日开始，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展了此
次活动。3个月的时间，全国31个省区市
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的作品纷至沓来，共征集了

4.3万余幅，其中部分优秀作品还将作为
特殊的新年礼物赠予冬奥运动员。

“在孩子们的眼中，你会看到一个
充满趣味、多姿多彩的冬奥。”韩清峰
忍不住向记者推介道，“你看这幅，这
个学生用色很大胆，想象力也很丰富，
把灯笼、龙、舞狮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元素和冬奥融合在了一起；这一幅，
又把国旗、长城、天坛与冰雪运动场景
进行结合，体现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在
这次展览里，不仅有油彩画、中国画，
还有剪纸，形式多样、内容多元，他们
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相关
知识、运动项目为内容，表达了对冬
奥、冰雪运动的期待，对健康体魄、乐
观精神的赞美，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
参赛运动员的新年祝福。”

作品中有一幅画格外让他惊艳。“这
位小作者很有心，他将1968年到2022
年所有冬奥会的吉祥物都画了出来，这
些吉祥物绕地球一圈，与空中盘旋的和
平鸽相映成趣。在这幅画里，你能感受到
奥林匹克的核心价值观——‘卓越、尊
重、友谊’，能感受到世界和平、团结的主
题，而且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奥运吉祥
物在一起其乐融融，不也正体现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吗？”韩清峰赞许地说。

而这一幅幅作品也正好实现了他们
举办活动的初衷。“关工委是以离退休
老同志为主体的群众性工作组织，主要
从事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的事业。我们
希望借助这样的活动，搭建学习知识、
参与运动的平台，带动更多的青少年积
极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鼓励他们了解
冬奥、热爱体育、亲近自然，切身体会
冰雪运动的魅力，共同为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加油、助力。”韩清
峰说。

除线下展览外，他们组织的线上冬
奥知识小游戏也很火爆。“临近冬奥，
北京市关工委还将借此契机，通过‘首
都关心下一代大讲堂’‘冬奥知识竞
赛’等线上形式，面向更多中小学生开
展奥林匹克运动科普活动，营造我为冬
奥加油、一起向未来的良好社会氛
围。”韩清峰说。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在展厅一侧看
到了一幅大面积的“黑色”画作，走近
一瞧才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青
少年观众的留言。其中，写得最多的是
两句话——“中国加油”“冬奥加油”！
笔迹虽然稚嫩，但他们对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美好祝愿和期待，
却如此赤诚。

青少年青少年，，绘出炫彩冬奥绘出炫彩冬奥
——“我为冬奥加油”青少年迷你冬奥绘画作品展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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