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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冰雪产业产值要突破300亿元

四川驶入冰雪运动“黄金赛道”

大型系列报道

冰雪之上，四川火热。
5位选手亮相北京冬奥会，两名选手

闯入决赛，不到3年时间，四川冰雪运动
完成了从无到有、从零开始筹备到参与冬
奥会并闯入决赛的“三级跳”。谷爱凌、苏
翊鸣等冰雪健儿不约而同选择在四川训
练，也将四川冰雪运动中的“黑科技”推至
大众眼前。

在奥运赛场下，冰雪运动也正在走入
更多寻常百姓家。以2019年启动的四川

“全民健身冰雪季”为例，在不断增加的活
动形式和内容下，至2021年第三届结束，
已实现当年线下服务600万人次、线上互
动3000万人次的规模。眼下，该活动正向
着每年线下服务800万人次的目标稳步迈
近。

事实上，四川体育“十四五”发展规划
明确，要建立“组织、保障、联动、竞赛、交
流、产业、宣传、考核”8个体系，实施“冰
雪运动跨越发展成为西部第一、夺取冬季
奥运会1枚金牌、每年群众参与冰雪运动
1000万以上、冰雪产业产值突破300亿
元”的冰雪运动“18113”发展战略。

作为全球低纬度冰雪观光旅游资源
最富集、中国南方最适宜冰雪运动旅游的
地区，在四川，从提高冰雪运动的竞技水
平，到冰雪运动普及度大幅提高，得天独
厚的冰雪资源中正延伸出一条条产业链，
不断加持的科技力量正丰富着冰雪运动
的发展载体，加上“北冰南展、西扩东进”
等国家整体战略加持，毫无疑问，四川已
驶入冰雪运动“黄金赛道”。

新·IP
进击的四川冰雪运动

2月8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
致电，感谢四川和成都对谷爱凌成功夺得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金牌
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专门指出谷爱凌最后
制胜的一跳是在成都训练的成果，是四川
省、成都市精心保障的成果。

以此延展，冰雪之上，四川正在绘就
更大的蓝图。

此前发布的《四川省冰雪运动发展规
划（2016-2025年）》明确，要全面推进冰
雪运动发展战略，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
为契机，以成都、绵阳、广元、巴中、阿坝、
凉山等为引领，深入挖掘川西、秦巴山区
冰雪资源，带动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协同发
展，形成引领带动、多点扩充的发展格局。

目标的设定，是从过去延展至未来。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王雪莉曾指出，中国冰雪产业发展正经
历从“1”到“N”、从基础设施完善到产品
服务升级、从增加消费者数量到提升消费
水平和消费体验、从产业链完善到产业价
值链实现的积极向好的发展过程。

纵观四川冰雪运动发展，也正经历着
从以“发展普及”为导向的“1.0”时代，到
以“释放产业效应”为导向的“2.0”时代，
再到以“反哺城市能级跃升”为导向的

“3.0”时代。在我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
东进”的战略下，四川正肩负着让该领域
的竞技水平“西部崛起”、群众基础更加坚
实、产业体系多点扩充的使命。

而四川也总是能带来别样的惊喜。

在竞技项目上，5位选手亮相北京冬
奥会，两名选手闯入决赛，四川冰雪运动
已实现3年内“三级跳”。在此之前，在第
14届全国冬运会上，四川代表团取得了4
金、12银、9铜的良好成绩。

显然，体育赛事已成为四川冰雪运动
联结世界的新IP，与之相对应的“群众基
础”也正在叠加，一组数据可以给出“流
量”佐证。

据《2020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暨
2020—2021 雪季财年报告）》显示，
2020/2021雪季财年，四川共有99万人次
参与滑雪运动，参与人数位居全国第六
位、南方省份首位。而在前一年，四川参
与滑雪运动的人次仅52万，一年之内，几
乎翻了一倍。

除了参与滑雪运动的人数近乎翻番，
在携程公布的“全国冰雪爱好者城市狂热
度排名”中，成都跻身第三位，并在“冰雪
目的地搜索热度及增幅”中排名第二位。

从专业到大众，从室内到室外，从科
技到人才，毫无疑问，在新的发展格局下，
四川冰雪运动正一路进击，肩负起更大的
目标与使命。

新·载体
人造与自然雪场“两开花”

四川发展冰雪运动的载体是什么？
有气候、高原、冰川和雪山这些得天独厚
的先天条件，也有室内雪场、科技加持下
的丰富多样。因载体的丰富多元，冰雪运
动在四川正焕发出不同的时代魅力。

首当其冲的便是打破季节和空间限
制，一年四季都有雪可滑的室内雪场正在
崛起。整体来看，2015年，北京申办2022
年冬奥会成功后，南方冰雪场馆建设进入
高速发展阶段，以秦岭淮河为南北分界
线，南方滑雪场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重
庆、湖北、四川，同时自然雪场也“墙外开
花”，成为新的冰雪旅游目的地。

数据显示，目前，四川已形成47个冰
雪观光旅游区、16个滑雪场以及100多处

温泉旅游景点。
在室内滑雪场中，按雪区面积大小排

名，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室内滑雪场中，中
国已占据了半数。其中，雪区面积排名前
三的室内滑雪场全部在中国，分别在哈尔
滨、广州和成都，成都融创雪世界是全球
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之一。

在室外滑雪场中，四川幅员辽阔，区
域跨度大，有丰富的冰雪资源，如西岭雪
山、海螺沟、达古冰川、四姑娘山等。这
些地方降雪量大、雪期长，开展冰雪运动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被誉为“雪山
下的公园城市”的成都，拥有我国南方规
模最大的高山滑雪场之一——西岭雪山
滑雪场，这是首批12个国家级滑雪旅游
度假地中的南方“独苗”。这些地方的温
度和海拔相对适宜，更容易让游客接受，
这些都为冰雪项目的开展提供了硬件设
施。

有场地，还有科技。赛前吸引谷爱
凌、苏翊鸣等冰雪健儿前来训练的，是位
于成都新都的尖锋旱雪四季滑雪场，这里
有着一簇簇整齐排列的芽状“雪”，由特殊
塑料制成。据悉，其触感、声音和滑行体
验能达到90%的真雪模仿度。如今，这种
旱雪毯已出口到美国、日本、奥地利等10
余个国家和地区，并在中国南京、佛山等
多个四季滑雪场投用。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早已布局冰雪运
动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四川省冰雪运动
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以备战
2022年冬奥会和全国冬运会为契机，建
立校园冰雪与社会培训机构相互贯通的
人才培养体系，打通冰雪运动项目和夏季
运动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渠道，鼓励人才
共享。2018年起，成都、绵阳、广元、巴
中、阿坝、凉山等市州开展冰雪运动项目
人才培训试点工作。

眼下，四川大约有20所全国青少年
校园冰雪特色运动学校、10余所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
示范学校。场地、科技、人才的保障下，极
大推动了冰雪运动的普及。

新·业态
打造冰雪运动消费新场景

随着冰雪运动的普及，一张滑雪票的
背后有着一个消费市场，一套冰球装备中
蕴藏一条产业链条，一个冰雪小镇更映照
一种发展模式。

公开数据显示，自2015年北京申办
冬奥会成功以来，中国已初步形成以冰雪
场地设施建设运营为基础，冰雪大众休闲
健身和竞赛表演为核心，以冰雪体育旅游
为带动，冰雪装备制造为支撑的冰雪产业
体系。截至2021年10月，中国冰雪运动
参与人数为3.46亿人，居民参与率达
24.56%。到2025年，国内冰雪产业总规
模预计将达1万亿元。

其中，南方城市正成为“拼图”中的重
要一块。

去哪儿网1月份发布的《冰雪游经济
报告》显示，在冰雪旅游客源城市前十名
中，有5个是南方城市，包括杭州、广州、
重庆、上海、成都。一次包括机票、食宿、
雪票、教练费用的“从南到北”滑雪之旅平
均花费近7000元。可见，“南方人滑起雪
来，比北方人更舍得花钱”的说法并非玩
笑。

落到四川，长久以来，四川人向来敢
想、会玩，乐观包容，对文化的需求一再升
级，对业态就有了更多塑造。在成都，滑
雪过年成为新风尚，今年春节期间，成都
周边用户预订滑雪的比例达到85%。对
此，成都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
世界赛事名城建设提供了更多冰雪运动
空间，越来越多的成都人有机会接触到这
类运动，这是冰雪运动热的重要原因。

下一步，成都还将继续开展多种形式
的冰雪活动和冰雪比赛，打造冰雪运动消
费新场景，鼓励投建冰雪运动场馆、培育
冰雪竞赛表演市场、引进培育更多冰雪项
目……将冰雪运动打造成为成都旅游的
新热点。

类似的还有阿坝州。早在2019年，
阿坝州就明确提出，要以2022年北京冬
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破题“让
淡季不淡”。具体包括，每年力争开展大
众冰雪赛事活动10次以上，有条件县
（市）要依托当地自然、民俗和人文资源，
发展形式多样、富有地域特色的冰雪健身
项目，条件较好的茂县、理县、黑水、小金
要努力培育2-4个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
的特色品牌活动。

从现在到未来，四川冰雪运动的蓝图
正在舒展铺开。当“冰雪运动”真正深入到
市民生活的神经末梢，会自发适应不同的
生活方式，催生新的生活时尚。冰雪之上，
仍是烟火人间，却已然迸发出别样的绚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位于阿坝州的
双桥沟，每年冬季
都会吸引众多攀
冰爱好者前来学
习、培训和体验。

◀游客在广元曾
家山滑雪场玩雪。
图据四川省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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