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

2 月 1 日，雪花漫天飞舞，大地再披银

装。坐落于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小绥河村

的吉雪滑雪场人头攒动。这边，雪客们向7条

雪道轮番发起挑战，激情竞速；那边，几十名

学员跟在教练身后“滑圈儿”，慢而稳健。山

坡700米长的弧线雪圈道上，不时有雪客飞驰

而过，留下一串串欢快愉悦的呐喊声……

“滑全天，加上午餐，才花一百多元，这才

叫好玩不贵真实惠。”市民赵蕾听说这里是

“学习型滑雪场”，便带上孩子，慕名而来。她

说，孩子初次滑单板，“初体验”感觉良好。据

了解，1月，吉雪滑雪场累计接待雪客约5万

人次，其中青少年占到六成。

人气提升、市场回暖，让“吉雪人”如沐

甘霖，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提早谋

划，完善住宿等配套设施，不断创新推出衍

生旅游项目，希望在 2023 年至 2024 年新雪

季进一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吉雪滑雪场

总经理齐昕说。

风不停，雪不住，室外气温降到-12 摄

氏度。距吉雪滑雪场仅12公里的圣德泉亲水

度假花园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绿植旺盛生

长，大池小池热气腾腾，一家老少泡温泉又汗

蒸，其乐融融，孩子们在水上乐园里冲浪、戏

水，更是玩得乐翻天……“在嘎嘎冷的天滑

雪，下山就钻进温泉，享受SPA、冲浪，冰火两

重天的感觉真奇妙！”来自沈阳的郭先生坐在

室外温泉池里不住地感慨。

傍晚，记者驱车前往吉林市龙潭区乌拉

街满族镇韩屯村，开启了满族年俗文化体验

之旅。暮色渐深，车窗外浮现出用彩灯勾勒

的一排排民宿，绚烂的烟花照亮一座座雪顶

小屋，韩屯村浓郁的年味儿扑面而来。凭借

深厚的满族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享誉全国的

雾凇奇观最佳观赏区雾凇岛，韩屯村从2014

年起步，至今已发展特色民宿86家。

步入瓜尔佳满族大院，随处可见满族剪

纸、满族文字书法作品等文化元素，还有炕

桌、炕柜等老物件。火炕上，身着满族传统服

装的女游客，玩起刚刚学会的传统游戏“歘嘎

拉哈”……“我带着游客赶大集、买年货、做黏

豆包，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还尝了冻梨和

冻柿子，久违的热闹春节又回来了。”女老板

关雪对陪伴20多位北京游客过年的乐事记忆

犹新。

游客来了，收入增多，韩屯村民宿老板和

村民打造“中国满族雪乡”金字招牌的劲头更

足。

让人感受到冬季旅游市场“春暖花开”的

不仅是民宿，还有乌拉街满族镇大大小小的

火锅店，这个春节假期家家都是顾客盈门。

“消费热度从春节延续到现在，虽然忙点累

点，但心里开心。”凤吉园贾家馆子老板贾鑫

说，春节假期里，店里每天接待一百桌左右的

客人，同比增长30%左右，其中，慕名来看雾

凇、体验满族年俗文化的外地游客占了大

半。“无论接待多少人，菜品质量、汤底和蘸料

口味始终如一，这才是百年火锅老字号答谢

顾客喜爱的最好方式。”

“上锅下鸡块，开锅先喝汤，肉多青菜少，

五花味最香……”每上桌一道菜，热情的贾鑫

总要说一说吃满族火锅的讲究，客人们也听

得兴致盎然。他说：“乌拉街大铜锅烹沸的高

汤，蕴含着传承百年的满族民俗，飘出的文化

香气将吸引更多人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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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环绕溪水流，森林氧吧夏送凉，高山

粉雪冬畅滑，天南海北客不绝……这说的就

是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的青山村。

2月7日上午，记者站在距离青山村仅1

公里的丰图山庄院里，就能看到雪客沿着吉

林万科松花湖滑雪场蜿蜒的雪道飞驰而下。

“这么好的地方不干点儿啥就太可惜了。”山

庄老板张航铭是土生土长的青山村人，曾在

外地打工多年，他敏锐地看到青山村蕴藏的

巨大商机。2014年，他回到村里，开办起农家

乐：旧报纸糊满墙、老物件堆满屋、火炕上摆

饭桌……妥妥五六十年前东北农村风情。

转眼七八年过去，丰图山庄已华丽转身，

改成了时尚民宿。“这些年攒了300多万元，去

年翻新都投进去了，我有信心赚回来。”张航

铭说，今年1月初市场开始回暖，到了春节客

流量持续增加，这更坚定了他对未来的判

断。如今，青山村有各类饭店、民宿30多家，

各家都有自己的定位和特色，不知多少天南

海北的雪客都成了他们的“回头客”。

“岁数稍大的做保洁、后厨，有力气的做

维护、搞基建，年轻人有的当滑雪教练，有的

开店搞餐饮住宿，还有的提供接送机服务，都

不少挣，连饭店服务员每月还收入4000多元

呢。”在村里开车送货送客的刘大哥说，以前

外出打工的人陆续回来不少，大家围绕冰雪

旅游干，谁都能找到适合的活儿。

“我们守住了绿水青山，用好了冰天雪

地，也换来了金山银山，走稳了致富路。”张航

铭说。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吉林万科松花

湖度假区内的吉林市雪上

竞技训练中心，还没进门

就听到了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吉林市滑

雪协会的教练员忙

着帮娃娃们挑选雪

具、穿好滑雪服。

“他们是从全市选

上来的好苗子，最

小的才5岁。”吉林

市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韩双启说，吉

林市滑雪协会是北京

冬奥会后成立的，见证了

众多家长在新一轮冰雪运

动热潮中为孩子穿上雪板的场

景。

据了解，年初以来，吉林市冰雪健儿在

全国大赛上斩获6金10银，取得开门红。一

个个喜讯传来，让韩双启和全体教练员喜上

眉梢，也让30多名单板项目三线运动员欢呼

雀跃。

“我儿子是单板队里年龄最小的，去年12

月第一次滑雪，现在可以自由放坡了。”市民

安女士没想到孩子有如此天赋，会成长这么

快。“吉林市滑雪协会提供了最

优的场地、设施、器材和‘保姆

式’服务，加上费用比较低，我们

也放心把孩子送到这里。”

在专用训练雪道上，孩子们

的小脸蛋很快变成“红苹果”。

但无论是围着教练听讲技术要领，还是摸索

滑行动作，他们都全神贯注、认认真真。

这个雪季，雪上竞技训练中心还承办了

“明日之星”全国系列滑雪比赛。不少外地家

长和孩子不仅体验了吉林市滑雪场的魅力，

也欣赏了松花江畔的雾凇美景。“我们在打造

精品赛事、举办冬令营的同时，不仅提升了冰

雪运动的人气，也擦亮了吉林市冰雪

旅游的城市名片。”韩双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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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红衣，配上背景里的青砖灰

瓦、红灯笼，让古旧建筑瞬间灵动起

来，吸引来一众摄影爱好者，端着“长

枪短炮”，“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

这是在桦甸市枫雪部落中的一

幕。今年春节以来，吉林市推出了丰

富多彩的冰雪和民俗文旅活动，与领

跑全国的优质雪场、五星级的雾凇美

景一道，共同丰富了人们的春节假期

生活。

北京冬奥会后的首个冰雪季，冰

雪+民俗的组合拳，带动了学生寒假活

动和百姓春节消费热点齐升的态势。

2 月 1 日至 8 日，本报记者与驻吉

中省直媒体和当地媒体的记者一起，

围绕“雾凇之都 滑雪天堂——乐享冰

雪 品验民俗”主题，对龙潭区乌拉街

满族镇韩屯村等多地雪场和景观、景

点开展系列采访，耳闻目睹了冬季旅

游的红火景象。

驾驶雪地摩托感受驾驭的快感，滑

几趟雪圈体验速降的激情……“滑冰、

滑雪圈、品尝特色小吃，尤其是体验滑

冰车等活动，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在

磐石市仙人湖冰雪游乐园，游客任晓

波讲述着当地“冰雪嘉年华”活动带给

他的感受。在舒兰二合雪乡，从深圳慕

名而来的王先生说：“外面滴水成冰，室

内温暖如春；大火炕上躺一会儿，浑身那

叫一个舒服……”穿上景区准备的民俗

花袄，变身地道东北妞；在热炕头上咬一

口化开的冻梨、冻柿子，真是冰凉又爽

口；吃完热气腾腾的满族乌拉火锅，再抓

一把瓜子，听着东北人唱二人转，这才是

体验东北民俗的地道方式。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除了日常

的走亲访友、拜年聚餐之外，冰雪民俗

游成为来吉林市旅游的最新“打开方

式”，成为咱们“这嘎达”的“新年俗”。

冰雪上驰骋、起舞，雾凇美景前流

连，民俗景观前打卡拍照，热炕头上品

味乌拉火锅，鞭炮声里围炉聊天……这

才是真正有年味儿的春节。

这个春节，当红灯笼、红披风在松

花江畔的“雾凇之都、滑雪天堂”成为

亮丽风景，中国红与冰雪白的美妙融

合，共同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冰雪魅力，

也激发了百姓的消费活力。

春节期间，万千大众活跃在冰天雪

地间。据统计，春节 7天假期，吉林市

累计接待游客 198.72 万人次，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22.59亿元。

“冰雪是自然的恩赐，民俗是文化的

传承。”枫雪部落副总经理张中全体会深刻

而精准。当冰雪遇上民俗，当冰雪运动融

合了东北美食，精彩无限，魅力倍增。吉林

市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民俗

资源，把优势转化成发展动

能，潜力无限，

未来可期。

普希金庄园、门捷列夫庄园、套娃城堡；村

口高耸的大玉米、威虎山寨里的关东物件儿；

林海农家院的小鸡炖粉条儿……2月2日，记

者随采访团来到舒兰市，体验南阳屯的俄罗斯

风情，嗨享了吉林雪乡的银装素裹。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远近闻名的“俄罗斯

村”——南阳屯。

南阳屯是我省知名的赴俄劳务输出基地，

现有村民102户、534人，其中，赴俄经商村民

255人，大多从事商贸、货运、农业、旅游等行

业。依托这一独特的人文资源，舒兰市委、市

政府确定以“俄式风情·冰韵南阳”为总体定

位，在这里大力发展“冰”经济，做足“冰”文章，

让南阳成为集冰雪旅游、文化展示、乡村观光、

休闲度假、户外运动等功能为一体的俄罗斯风

情小镇。

听到这一消息，一些赴俄的创业者纷纷返乡

投资，普希金庄园、门捷列夫庄园、喀秋莎民宿、

顿河餐厅等一批俄式建筑拔地而起，村旁耸立的

俄式塔楼和路边的套娃成为南阳的地标。

从村边流过的细鳞河也承载起冰雪旅游

的使命。隆冬季节封冻的河面上，游客们开心

地骑着雪地自行车；顽皮的孩子钻进雪地碰碰

球，在冰面上滚动着；骑行雪地碰碰车、驾驶雪

地坦克，大家纵情享受着冰天雪趣。

旅客们玩过之后，还能享受特色午餐：现

烤的俄罗斯面包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半成品

酸黄瓜酸爽可口，俄罗斯手抓饭让人垂涎欲

滴……

下午，记者一行又来到摄影家的“天

堂”——吉林雪乡·舒兰二合，体验纯纯的关东

风情。

吉林雪乡位于舒兰市上营镇二合村。这

里四面环山，年均积雪厚度达1.5米，下雪周

期长达5个月。冰雪资源得天独厚，年均降雪

量是周边区域降雪量的4倍，积雪期长且雪质

好、黏度高。

站在村口的观景台上远眺：皑皑白雪与大

红灯笼相映生辉，篱笆院墙外“红梅花开”，100

多栋农家院舍分布于村路两侧，农家屋顶上的

厚厚积雪千姿百态，有的像巨蘑，有的像神龟，

有的像奔马。

2016年，借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二合村开

始打造雪乡旅游，吸引了好多户村民入股。“来

来往往的游客给小村寒冷的冬天增添了活力

和生机，也给村里带来了喜庆和人气。舒兰市

委、市政府开始扶持二合村发展冰雪旅游，先

后投入3000余万元，建起山门、观景台、污水

处理厂，改造了36户民宿……”二合村党支部

书记卢才书说，今年从春节前到现在，村里已

经接待游客6000多人次。

今年，二合村里新增了东北特色民俗体验

活动，包括搓苞米大赛、歘嘎拉哈、抽冰猴等，

赢得比赛的游客可以免费入住民宿，或者得到

其他奖励。

近日，记者与磐石市的冰雪线路亲密接触，

品味东北玩冰嬉雪的新民俗，感受“多彩”冰雪

活动给当地转型发展带来的强劲动能。

上午十点，磐石市仙人湖冰雪游乐园已是

一片热“雪”沸腾。有的人拉着雪圈爬上雪坡，

感受一跃而下的刺激；有的人在冰上玩着冰上

转盘，体验别样冰上乐趣……寒冷天气丝毫阻

挡不了大家的热情，冰雪乐园里，充满欢声笑

语。

“滑冰，滑雪圈，品尝当地小吃，尤其是玩滑

冰车、打冰猴，让我感觉回到了小时候。”体验冰

雪活动的任晓波一脸兴奋地对记者说。自从磐

石市“冰雪嘉年华”活动开启以来，他和家人来

这里玩过多次了。

在仙人湖上的冰雪拉力赛道上，赛车手毛

森载着记者疾驰，引擎轰鸣，雪雾飞起。“有没有

种瞬间到达沸点的感觉？”记者下车后，磐石市

旅游办主任王虹笑着问。

王虹说：“1月10日，磐石市举办了首届雪

上汽车拉力赛，精彩的赛事不仅吸引了游人的

关注，也拓展了磐石市冰雪产业的业态。”

在磐石，不仅是仙人湖，其他冰雪场地也呈

现“爆满”态势。

在莲花山滑雪场，众多外地游客选择在这

里欢度春节。记者在雪场餐厅，和上海来的小

孙攀谈起来。他说：“我去年来过，这次是7个人

一起来的，已经滑了两周了。我喜欢莲花山的

恰到好处——雪道够多，适合不同滑雪者，安全

系数高。”

在成年滑雪者中间，几个八九岁的“小豆

丁”格外抢眼。他们娴熟地踏着雪板，从雪道上

飞驰而下，小脸冻得红扑扑，却乐此不疲。“感觉

像飞起来一样，太刺激了！”9岁的铭铭告诉记

者，他7岁时就开始在这里学滑雪，如今全家人

都与冰雪运动结了缘。

负责雪村滑雪场运营的何霞介绍到，雪场

每天客流在300人左右，较其他年份有较大回

升。“目前，我们加快开发温泉冰雪小镇、运动营

等项目，争取实现跨越发展。”

在桦甸市八道河子镇肇大鸡山脚下，有一处非常适合文艺

青年，摄影、美术爱好者前来打卡的地儿，那就是有着古朴民俗

之美的枫雪部落。

2月6日，雪后的枫雪部落银装素裹，用四根粗犷“圆木”搭建

的大门上方挂着透着年味儿的大红灯笼，刻着女真部落图腾的

雕塑和带有女真部落风格的建筑物透着野性与活力。房子的屋

脊和长廊的遮阳棚上堆满数尺厚的积雪，圆润的样子像山里的

蘑菇，愈发显出原始的状态。

远处，一块巨大的山体前，倾泻而下的瀑布冻成冰帘洞奇

观，像连成片的钟乳石裹上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冰。两旁则是

晶莹剔透的雾凇和冰挂，一派冰清玉洁又粗犷豪放的北国风光。

从这一奇异景观到小路上，再到牛头装饰的三角形门楣内，

到处可见身着租来的花棉袄、少数民族服饰、红色披风，头戴白

色獭兔帽子的美女“模特”，任由脸蛋冻得通红，在摄影发烧友和

朋友的“长枪短炮”前，摆出各种美姿。

枫雪部落副总经理张中全告诉记者，他曾在著名的影视基

地横店工作过，就想在家乡建设一处“北方横店”。他说，现在算

是一个起点，这里既能旅游观光，又能打卡拍照，为广大摄影爱

好者提供360度的自然景观。今年春节期间，他们就接待游客近

3万人次。

当天下午，记者驱车来到肇大鸡山脚下的另一处旅游

点——名峰生态度假村。这儿不是简简单单的农家乐饭

庄，还有山野菜、草莓采摘大棚，可供游客采摘；有适合孩子和

科学爱好者的天文和昆虫研学馆；有馥郁飘香的地下酒窖；有冰

雪活动场地，可以滑雪圈，骑乘雪地摩托，尽享冬日运动乐趣；喜

欢静的朋友可以走进文化大院，听肇大鸡山的传说……

吉林市的柳先生说：“好久没有玩得这么嗨了，在这里采摘

草莓，品尝山珍野味，又在雪地里撒了把野，释放自我，这感觉真

痛快！”

记者亲身体验发现，坐上雪圈，从又长又陡的滑道上呼啸而

下，耳畔响起一连串的尖叫；再去玩撞撞球、拔河、爬犁，太多好

玩的项目让人一次嗨到爽。据介绍，近年来，每逢节假日，这里

就成了省内外游客游玩的好去处。

喜看青山成“金山”冰雪雏鹰欲展翅

沸腾冰雪热江城 品味民俗庆丰年

别样俄式小镇奇 吉林雪乡民俗绝

玩转“冰火两重天”体验满族风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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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摇篮”五家山 多彩雪季迎客来

南阳小镇。付茂林 摄

乌拉街满族镇里的满族特色餐饮。吉雪滑雪场。

雪乡炊烟袅袅一派人间烟火气。姜金波 摄

夜色中的二合雪乡夜色中的二合雪乡。。姜金波姜金波 摄摄

仙人湖的冰雪拉力赛道上一辆汽车在雪地驰骋。 枫雪部落里游客打卡拍照。

枫雪部落里的民俗服饰馆。

刻着部落图腾的木雕刻着部落图腾的木雕。。

名峰度假村里正在骑雪地摩托的游客名峰度假村里正在骑雪地摩托的游客。。

游客在丰图山庄品尝东北

农家特色餐饮大锅炖菜。

←吉林市五家山滑雪

场吸引了许多雪友前来。

↓雪友身穿色彩艳丽

的滑雪服在雪场里合影。

撰稿撰稿：：李李 婷婷 姜岸松姜岸松 张添奥张添奥 冯荟羽冯荟羽 周凇宇周凇宇

摄影摄影::除署名除署名外外，，本版图片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由本报记者摄摄。。

头戴白色头盔，身着粉色滑雪服，刚满7岁

的李贝贝已是吉林市五家山滑雪场的常客。2月

8日，记者见到她时，她已全副武装，正拖着滑雪

单板，走向不远处的中级雪道。在爸爸的带动

下，李贝贝已然成为一名滑雪“小达人”。

对于近两年滑雪运动渐热、“走红”，五家山

滑雪场副总经理周成宇说：“北京冬奥会结束后，

市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高涨，儿童滑雪培训也

成为滑雪场的重点项目，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来

学习滑雪。”

五家山滑雪场在吉林市丰满区，占地75万

平方米，设有初、中、高级共4条雪道和一条雪圈

道。“今年，我们新开办了儿童滑雪俱乐部,对孩

子进行专业教学，还提供免费的雪鞋、雪仗、雪板

等装备。”

“身体前倾，重心在前脚，双肩与雪板平行。

目视滑行方向，手心与手臂成一条直线，指向板

头板尾……”滑雪场里，滑雪教练董晓宇正在指

导小学员们。

8岁的彤彤兴奋地说：“今天是我第一次滑

雪，太好玩了。刚才教练教我，我学会了滑直线，

还没有学会转弯。虽然摔了几次，但是感觉不

疼。我明天还要来！”

随着冰雪产业的日益发展，冰雪运动也带来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每到雪季，雪场附近的孟家

村就有60多人在附近滑雪场当起滑雪教练。

“我从事滑雪教练工作10年了，一个雪季的

收入比其他时间打工挣的钱多一倍。我们这些

村里成长的孩子，能以滑雪谋生，在过去真是想

都不敢想。”教练董晓宇告诉记者，当上滑雪教练

后，让他在这里找到“踏实感”和“幸福感”。

“通过冰雪运动等项目，也给我们村带来了

不菲的收入。周边的饭店、民宿距离滑雪场较

近,一进入雪季，就不用愁没有游客。”董晓宇说。

张景峰张景峰 摄摄

训练中的小运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