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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季滑雪样板间到“金针菇”旱雪

四川人的“冰雪梦”正生根发芽

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冰
雪运动热潮席卷而来，越来越多
的南方人带上装备，走进雪场，
站上更高的赛道。正如所见，四
川冰雪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一个
个“冰雪梦”正在生根发芽。

多年来，四川助推冰雪休闲
发展，“体育+文旅”融合初具规
模，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热情高
涨，其背后有冰雪行业的引领人、
运营者还有发明家……他们数十
年深耕冰雪产业，将四季滑雪变
为现实，也让“成都造”旱雪走向
世界，展示着四川“冰雪”的力量。

随着北京冬奥会带来新的
机遇与挑战，更多四川“造雪人”
已在路上。

逐梦者李潇：
探索冰雪“文体旅”
融合发展样板

作为离千万级人口大都市
最近的雪山，成都西岭雪山早已
名声在外。但不为人所知的是，
十几年来，跟随冰雪行业几大转
折历程，西岭雪山滑雪场一直在
寻找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为打造

“四季滑雪”样板间而努力。
2007年，刚大学毕业的李潇

入职西岭雪山景区，一个学习计
算机的理科男，在抬头是冰雪、
低头是温泉的环境中开始慢慢
融入和探索。初入行业时，他看
到了亚布力、崇礼等国内老牌滑
雪场的兴起，经过从无到有后，
大大小小的滑雪场在全国各地
落地开花。然而，因为季节性和
小众性，当时国内大多数滑雪场
都建立在“地产+文旅”模式上，
只能依靠其他产业投资支撑。

西岭雪山滑雪场的发展也
在不断摸索，但随着人们对旅游
的需求和体验逐渐发生转变，
2015年景区运营进入瓶颈期。
当年，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从

“3亿人上冰雪”到“3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行业迎来巨大发展
前景。冰雪行业如何找到四季
运营突破点？如何创新可持续
性发展成为新的课题。

随后几年，西岭雪山运营
总监李潇和团队积极参与全国
型体育产业大会，接触到了故
宫等文创团队，时常与体育部
门沟通。他们看到，四川人滑
雪的热情正在悄悄上升。在不
断的探索和试错中，团队发现，
体育和旅游的融合才是解决问
题的核心。

“滑雪本身是山地运动，而
冰雪旅游已占到西岭雪山全年
营收的80%以上，所以体育旅游
就是我们需要创新突破的方向，
虽说滑雪只能经营一个季节，但

山地运动可以覆盖全年，我们要
不断提档升级，和全国各地的雪
场进行连接。”李潇说。

在四川，冰雪具有天然的稀
缺性，再加持成都城市文化，李
潇认为，未来，西南地区的冰雪
行业仍大有可为并且独具特色，
能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但目
前，行业缺一个‘样板间’，这是
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他说。

引领人万志恒：
推动冰雪进校园培养人才

整整造雪近3个月后，2020
年5月30日，西南最大室内滑雪
场——成都融创雪世界正式开门
营业，以往四川人只能冬天在天然
雪场滑雪的局面得以扭转，夏日冰
雪运动逐渐进入大众日常生活。

为何选址成都，又为何落地
都江堰？在成都融创雪世界总
经理万志恒看来，我国滑雪人口
渗透率低，尤其在南方，冰雪资
源缺失，潜在的庞大冰雪消费市
场还未被完全开发。“建造室内
滑雪场，弥补了川渝反季滑雪市
场的空白。同时，都江堰作为川
西旅游入口，也能打开文化交流
窗口。”他说。

1月10日，成都市7所院校
的滑雪校队集结成都融创雪世
界，随着阵阵节奏紧密的战鼓
声，2022成都融创雪世界校际
滑雪邀请赛正式启幕。

“让更多学子感受到冰雪魅
力，为国家输送冰雪运动人才。”
自2021年以来，万志恒致力于
青少年滑雪培训，并持续推进

“冰雪进校园”计划。目前，成都
融创雪世界已与成都大学等10
所知名高校、17所中小学进行
深度合作，组建校园滑雪竞赛
队，提供专项课程培训，打造校
园赛事。

受国家政策支持以及北京
冬奥会举办的影响，全国冰雪产
业蓬勃发展，行业市场规模预计
2022年将突破700亿元。四川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
枢纽，也逐渐成为冰雪旅游消费
的主力军，对川渝人民来说，滑
雪已成为时尚运动的风向标。

在成都融创雪世界的日常
经营中，万志恒也直观感受到，
行业在不断释放利好信号。“特
别是冬令营、青训营等面向青少
年的课程几乎节节满课，越来越
多的青少年加入到滑雪运动中，
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场
景。”他说。

发明家尖锋：
让“金针菇”旱雪走向世界

谷爱凌成功夺得北京冬奥
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金牌
后，她在成都的秘密训练基地曝
光，位于成都市新都区的尖锋旱
雪四季滑雪场进入大众视线，一
种名叫“金针菇”的旱雪毯也被
人们所知。

事实上，“金针菇”旱雪一直
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目前包

括国内的40多个旱雪场，美国、
日本、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的
20多个旱雪场都在使用。而它
的发明者是成都人尖锋。

起源于国外的旱雪至今
已有 50 余年历史，当时旱雪
毯多为“梳子”和“刷子”两种
样式。十几年前，酷爱滑雪的
尖锋在英国看到了旱雪场，便
想引入国内，但最终因体验不
好而作罢。

“为何不创造一个国产的、
更舒适的旱雪毯？”受此启发，热
爱钻研、学美术的尖锋开始进行
探索。

“改良‘梳子’和‘刷子’，把
顶端设计成球型。”尖锋旱雪四
季滑雪场负责人张魏说，从一个
个小圆柱开始，慢慢升级为一个
个小模块，尖锋发明的旱雪毯在
声音、润滑度、弹力上都跟真雪
相似，形状酷似“金针菇”，并且
摔上去还不容易受伤，于是第三
种形态的旱雪毯出现了。

2009年，“金针菇”旱雪毯获
得发明专利。高兴之余，尖锋团
队开始在全世界推广，但却苦于
没有展示场地。“这能滑雪？空说
无凭，没人相信怎么办？”尖锋说。

2015年北京申办冬奥会成
功，乘着政策的东风，新都区招
商引资大力推进体育产业。
2016年，尖锋在新都修建了尖锋
旱雪四季滑雪场，这也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金针菇”旱雪场。

近5年来，从少数滑雪爱好
者光临，到迎来游客人数爆发式
增长，令张魏没想到的是，曾经
只是想成为四川人娱乐场所的
旱雪场，如今变得越来越专业。

“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前来滑
雪的人数增长了3-4倍。”他说。

与天然雪场相比，旱雪打破
了滑雪的季节限制，成都造“金
针菇”旱雪也在应用中不断改
进。尖锋希望，“我们不仅要把
自己造的旱雪应用好，还要探索
出‘金针菇’模式。”

如今，从天然雪场到室内滑
雪场，再到旱雪场的升级，通过

“造雪人”的不断努力，一幅清晰
而生动的四川“滑雪”地图已慢
慢呈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朱珠

成都融创雪世界，越来越多少年儿童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西岭雪山滑雪场。

“金针菇”旱雪场发明者尖锋。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举
办，点燃了全民冰雪消
费热情。在1月 25日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商务部市场
运行和消费促进司负责
人徐兴锋表示，一些电
商平台滑雪用品销量增
长1倍以上。

今年40岁的赵辉是
成都一家知名运动品牌
专卖店的店长。谈及北
京冬奥会对滑雪用品销
量的带动，从业 20余年
的他感受颇深，从2月 1
日开始，他所在的门店
每天人流量约 150 人，
而 去 年 同 期 为 50-70
人。“平均下来，春节期
间每天的销售流水在 5
万-7 万元，相比去年同
期增长 100%。去年一
个月完成的销售目标，
今年只用了 8 天。”他
说。

在赵辉看来，之前，
四川有太子岭、西岭雪
山等滑雪场地，“大家对
滑雪还是有一定了解
的。”2020年 5月开业的
成都融创雪世界，弥补
了川渝室内滑雪场的空
白，让夏日冰雪运动进
入大众生活。

“成都的滑雪人群
消费能力比较强，以年
轻人为主，其中耍单板
的人数暴增。”赵辉说，
体现在店里的产品上，
卖得最好的也是单板及
相关产品。此外，购买
滑雪手套、袜子等小件
的人也越来越多。

采访中，不时有消
费者进店咨询，“请问刚
开始滑雪，是滑双板还
是单板好？”赵辉就单板
与双板的适合人群、风
格向消费者进行了详细
介绍。

赵辉介绍，“店里入
门板单板，不含固定器，
男款价格为 2100 多元，
女款约 1900 元。”在他
看来，北京冬奥会带来
的热潮将延续至未来 3
年，滑雪产品的价格还
会上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周琴 杨帆余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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