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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宫立灵

汽车短道拉力赛激情飞扬、

冰雪娱乐忘情自我、闯关真人秀

斗智斗勇……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近年来立足优势资源禀

赋，以冰雪运动大众化、社会化

为目标，以发展冰雪旅游促进群

众性冰雪运动为主线，全面激发

“旅游+冰雪+体育”向纵深发

展。

2020年12月31日，第三届呼

伦贝尔 （海拉尔） 冬季英雄会在

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如期盛大

启幕。继而，中国汽车短道拉力

锦标赛、中国呼伦贝尔雪地摩托

越野场地赛等赛事活动轮番上

演，并将持续至2021年2月28日。

其中，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

标赛 （呼伦贝尔站） 是为冬季英

雄会量身打造的 IP 赛事，是中国

汽联注册的国家A级赛事，永久落

地呼伦贝尔；中国呼伦贝尔雪地

越野摩托场地赛是冬季英雄会传

统赛事之一；2021 全国冬泳日

（海拉尔站） 活动为第七届，是国

内纬度最高、温度最低的冬泳赛

事，也是中国游泳协会指定的全

国冬泳日示范站点活动之一，已

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活动；

冰雪车王打榜赛则为大众设立，

不限挑战次数，无专业门槛限制。

两河圣山旅游文化景区打造

了呼伦贝尔地区全新大众参与沉

浸式冰雪体验项目，其中由5个不

同弯道构成的雪圈滑道总长 520

米，垂直落差 131 米；“呼伦贝尔

冰雪向前冲”娱乐闯关中的青蛙

跳、保龄球等项目让游客沉浸其

中；网红打卡地樱花大道、各类

雪雕等使游客流连忘返。

日前，“呼伦贝尔冰雪向前

冲”娱乐闯关真人秀节目开始在

两河圣山旅游文化景区录制。项

目预计投入850万元，建设10余组

集趣味、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主题

障碍配套设施，完成 3 个月录制

后，将向国内约20家电视台发行。

海拉尔区还通过加强对冰雪

运动专业人才和师资力量的培

养，全力推动校园冰雪运动和青

少年冰雪运动的普及发展。2020

年 12 月中旬，海拉尔区第七中

学、沿山路小学、新桥小学首届

三校联合冰雪嘉年华活动举行。

源自3所学校的72组家庭，分4组

参与了趣味速滑接力等六项趣味

活动，通过“手牵手”“小手拉大

手”校园冰雪运动项目，激发了

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参与热情。

为进一步加快海拉尔区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优化地区投资环

境，充分发挥海拉尔区中心区辐

射作用，2020 年 6 月 20 日，海拉

尔区政府印发有效期5年的《海拉

尔区扶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施

细则》，以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呼

伦贝尔市及海拉尔区旅游产业发

展，共享“绿水青山”“冰天雪

地”理念转化的发展红利。

“将继续‘以冰为媒、以雪引

客’，深入实施冰雪产业发展规

划，推动冰雪产业规模化、品牌

化、协同化发展”，海拉尔区委副

书记、区长萨国文表示，海拉尔

区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全面促进

群众性冰雪运动，充分释放了冰

雪经济新动能，正在使“冰天雪

地”成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金山银山”。

冰雪运动引客来

记者 李彦东 通讯员 赵景煊

陕西省马术队的队员一大早就集聚在西安

灞桥区白鹿原马术俱乐部，开始了训练。身姿

挺拔的队员们手握缰绳，跨坐于马背之上，慢

步、快步、跨越障碍，成了人们眼中的一道风

景。对于即将到来的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这

支组建时间不到 4 年的年轻队伍正在加紧训

练，以争取在自己的主场取得好成绩。与队员

们一同发展的，还有这座训练基地。未来，马

术这项体育运动将在此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我国马文化底蕴深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

发展，现代马产业逐渐兴起，整体呈现良好发

展势头。2020年9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

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了《全国马产业发展规

划 （2020-2025）》，提出要发展现代马产业，

指出这对于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牧民增收，

培育体育和文旅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满足群

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弘扬中华马文化具

有重要意义。

创建于2013年的白鹿原马术俱乐部，目前

是西安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马术俱乐部，

拥有300余名注册会员，超过50匹不同种类的

马。主营范围包括马匹育种、寄养和交易，以

及青少年马术培训等。这里还是关中马育种基

地，陕西省马术协会注册地，并多次承办省市

及国家级马术赛事。

白鹿原马术俱乐部是西安现代马产业的先

行者，马术运动目前在西安整体的商业化程度

还不高，与文化、旅游、餐饮等产业结合不深

入，正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规模影响力。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

的城市，文化休闲、体育健身市场空间大，同时马术俱乐部和赛事

多，是我国马产业发展的领军城市。而西安作为内陆城市，与马产业

紧密相关的体育运动、休闲骑乘、文化旅游、专业化马产品开发等产

业的发展相对较为滞后。为弥补这一短板，灞桥区创造性地走出了一

条将体育产业与文旅相结合的路径。在白鹿原修新路，通天然气，改

善公共交通情况，种种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借助各种官方媒体，

自媒体渠道对体育旅游产业进行推介；创新载体，优化体育发展方

式，积极培养体育人才；对马匹的防疫检疫提供帮助；同时实行“文

旅＋”跨界融合，对体育＋文旅的新业态进行指导规划。

未来，白鹿原马术俱乐部还会建设更完善先进的马术运动训练与

比赛场区；设立国家首个本科教学的马术运动学校——西安体育学院

马术分院，培养马术运动相关专业人才；同时还计划建立青少年马术

研学基地、马术主题公园、马术博物馆、会所酒店等场所。将体育与

旅游、文化、教育、餐饮、酒店等产业事业深度融合。

现代马术运动对于提升城市的对外交流水平有着积极的作用，马

术体育产业的发展，将满足灞桥承接各项国内外的马术比赛的需求，

也可以适应未来马术运动和马术文旅的大众化、市场化的需要，让

“专业式”体育与“观光式”旅游两者不再割裂，转变为体育+旅游的

“体验式”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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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天武

本报讯 1月5日，由黑龙

江哈尔滨市政府、中国旅游研

究院主办的2021中国冰雪旅游

发展线上论坛在哈尔滨举办。

论坛上，公布了“2021年

冰雪旅游十强县 （区） ”榜

单。吉林省延吉市和抚松县入

围。这也是延吉市连续2年获

得此项荣誉。此次论坛主题为

“三亿人上冰雪，十四亿人迎

冬奥”，论坛贯彻落实“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实

现北京申办冬奥会提出的“3

亿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目

标，挖掘全域旅游发展新动

力，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冬季

出游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

产品，引领我国实现冰雪旅游

发展方向，在旅游行业树立冰

雪旅游发展新标杆、新榜样。

吉林省两县市
获誉“2021年冰雪旅游十强县（区）”

申维祖

本报讯 青海省文化建设

和旅游发展2020年呈现稳中有

进、提质增效、繁荣向好的态

势，做到了疫情防控和文旅发

展双推进，“大文旅”发展格

局逐步显现，文化旅游综合效

应持续放大。

一年来，全省文化和旅游

系统获得国家部委和青海省

委、省政府表彰近70项；办理

50件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

提案。青海省各级文旅部门实

施600 个文化旅游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105 亿元。争取专项

资金8.64亿元，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5.04亿元。全年接待国内

外游客 3311.82 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289.92亿元。青海

省文旅部门深入开展“人员大

培训、岗位大练兵、环境大整

治”活动，线上线下组织培训

约 8.2 万人次，大力营造了干

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和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

青海省文艺精品创作和演

出演播成果显著，创排120 余

部优秀现实题材作品，青海省

各类文艺院团演出6115场，线

下线上观看人数达 753.43 万。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

线上线下服务惠及 3600 万人

次，500 名村级文化管理员组

织活动 2956 场次，服务群众

115万人。

此外，疫情期间下达文化

旅游专项资金 2.5 亿元，向省

内金融机构推送193 个全省文

旅行业意向贷款企业和项目，

融资需求85亿元，促成100余

个合作项目，助企融资近20亿

元，先后开展了文旅人游青

海、青海人游青海等活动，多

措并举推进文旅消费。

2020年青海文化旅游发展稳中向好

记者 查燕荣
通讯员 杨晶晶

本报讯 2月4日至2月26日

春节期间，新疆 14 个地 （州、

市） 以“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

家”为主题，同步举办“新疆是

个好地方——第八届天山南北贺

新春非遗年俗展”系列活动。共

计158项、近500场次的非遗文旅

展示宣传推广活动，为全疆各族

群众送去精神盛宴。

活动期间，全疆各地集中展

示与传统年俗有关的特色非遗项

目，并在抖音、快手等活动专区

与全国其他省市的民俗活动一并

集中展播。自治区主场还开展

“云游新疆”线上体验活动，让

网友换一种方式遍游新疆。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

处长蔡晓荣介绍说，受疫情影

响，今年的此项系列活动充分发

挥各级各类新闻媒体作用，创新

传播方式，并与文化和旅游部、

全疆各地形成广泛联动，增强群

众的参与度，活动首次集结“新

疆是个好地方”全媒体矩阵共计

24家媒体的优势力量，最大限度

地提高非遗的可见度和活动的影

响力。

新疆举办第八届天山南北贺新春非遗年俗展系列活动

创新产业机制 激发经济活力
——四川省青川县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环山乡2021年农村文化礼堂新

春文化活动暨“云村晚”视频录制在环二村文化礼堂举行。文化

节目和村民代表的祝福将制作成“云村晚”视频，在春节期间通

过富阳当地多个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分享，让留在外地过年的环

山乡人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浓浓暖意。

这是村民录制拜年视频现场。

徐昱摄/新华社

第三届呼伦贝尔（海拉尔）冬季英雄会期间，中国呼伦贝尔雪地摩

托越野场地赛现场。

记者 戚原
通讯员 龙京京

四 川 省 青 川 县 旅 游 资 源 丰

富，具有发展全域旅游的优势。

“十三五”以来，青川县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生态立县、绿色崛

起、富民强县的发展思路，实施

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绿

色产业，助推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发展。

打造旅游品牌

“这里环境优美，山清水秀，

在冬天太阳出来了，在这里晒晒

太阳，看看美景，惬意极了。”到

白龙湖幸福岛游玩的李先生，脸

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要想搞好旅游，就要做好一

系列的配套设施。”青川县提出，

要让旅游经济指标再创新高。

“十三五”期间，青川县建成

青竹江山水画廊等3条自驾景观道

和环城绿道等3条城市绿道；开通

旅游观光巴士及旅游专线，实现

车站、集散中心、景区无缝接

驳；构建8个大数据中心和综合信

息服务平台；开发了智能导游

APP，完成景区大数据接入和实时

分析，实现“一部手机游青川”；

推进“厕所革命”，创新置换闲置

宅基地、点状供地等用地政策，

强化家庭卫生间和智慧厕所建

设，建成 38 座 A 级厕所，建立

“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

厕”的建管养营新模式。

白龙湖幸福岛景区创建为省

级生态旅游示范区，青川县战国

木牍文化生态园创建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青川县2016-2019年

连续4年获得中国国家旅游最佳生

态旅游目的地奖、乡村振兴旅游

目的地奖、全域旅游目的地奖，

2017 年创建为省级旅游扶贫示范

区。

文旅助农增收

“自从打造阴平村农家乐，村

子的道路建设、风貌风景、村民

的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几年遇上唐家河漂流节、红叶

节期间，村里大大小小的农家乐

都忙得不亦乐乎。”青川县青溪镇

阴平村向阳居的农家乐负责人钟

元辉说，大家要一起努力，让阴

平村的旅游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青溪镇阴平村的景象是青川

县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缩影。青

川县“十三五”期间不断加强文

化旅游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坚持

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大力实施文

化旅游扶贫工程，为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累计

建成8个省级文化扶贫示范村，建

成 79 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含村文化活动室、文化院坝）；

青川县创建为四川省旅游扶贫示

范区，建成 8 个省级旅游扶贫示

范村，培育 62 户乡村民宿达标

户，累计带动 8100 余名贫困人口

通过直接、间接参与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实现脱贫致富。青川县创

新“三新”融合、“三微”联动

的旅游扶贫新模式，促进新机

制、新业态、新科技融合发展，

打造微景、微商、微博联动体

系。“端农家碗、吃旅游饭”已

成为青川助农增收、脱贫致富

的重要途径。

构建文旅产业体系

“高质量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完善文化体育服务体系。”这是

“十四五”青川县文旅的发展远景。

青川县立足绿水青山生态优

势，加快建设全球自然保护圣

地、国际生态研学目的地、国际

休闲生态旅游目的地、西三角生

态文创高地，不断提升文化旅游

的核心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

青川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加

快融合产业及文旅科技新消费，

构建高质量的“文旅+”特色生态

文旅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青川县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平台；加

快开发旅游度假区。培育一批精

品康养民宿集群，将青川建设成

为嘉陵江上游大蜀道腹地的生态

康养福地”。青川县抢抓新基建机

遇，优化智慧旅游体验，提升全

县文旅数字化、智慧化服务水

平。以大熊猫文旅 IP 为引领，推

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加

快实施“大熊猫 IP”引领品牌整

合营销工程，培育高颜值的大熊

猫文旅 IP 品牌体系，加强“文旅

IP+互联网”新媒体营销，持续提

升“熊猫家园·大美青川”的品

牌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

在推进文化惠民工作上，青

川县实施公共文化设施标准化数

字化建设工程，开展博物馆、图

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提升行

动，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免费开放

基地。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和利用。深入实施全民健身

战略，加强城乡全民健身场地场

馆设施和体育小镇建设，进一步

完善全县体育公共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