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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人次、旅游收入双翻番！
吉林冰雪旅游“出圈”又“出彩”

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

2023—2024雪季，吉林冰雪经济成绩斐

然，亮点频闪。接待游客1.25亿人次，旅

游收入24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1%和

140%。

抢占五席，吉林国家级滑雪旅
游度假地数量全国第一

2024年1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体育总局公示第三批国家级滑雪旅游

度假地名单，池北区长白山滑雪旅游度假

地榜上有名。至此，我省在26家国家级

滑雪旅游度假地中占有5席，数量居全国

第一。

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获批列入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

2024年 3月27日，长白山世界地质

公园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为

长白山带来全球关注的目光。凭此，长白

山发挥自身的吸引力，持续带动大长白山

区域特色文旅产业不断崛起。

客流量暴增！G331吉林段打
造最美边境线

2024年，G331吉林段凭借自身独特

魅力，以“大美边疆”与“朝鲜族风情”的魅

力相结合，串联起吉林独有的壮丽自然景

观与深厚人文底蕴，成就了G331国道吉

林段的独一无二。在“十一”黄金周期间，

G331国道吉林段的客流量大幅增加，尤

其是集安市段，接待游客数量再创新高，

达到64.6万人次，显著超越了2023年中

秋与国庆双节叠加假期的游客总量。

查干湖、嫩江湾荣膺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

2024年 2月，查干湖景区正式确定

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这一殊荣，

不仅标志着查干湖旅游又迈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更标志着吉林西部旅游核心目

的地的空白被填补，为西部发展形成新

动能。12月，大安嫩江湾旅游区又被确

定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扩展国际“冰雪朋友
圈”！第二届世界寒地冰雪
经济大会成功举办

2024年12月19日至20日，第二届世

界寒地冰雪经济大会在江城吉林成功举

办。17个国家的使领馆外交使节、商协

会代表，41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知名

企业负责人共聚一堂，以冰雪为媒，了解

吉林、感知吉林。

万科松花湖：8年蝉联，荣耀续写

2024—2025 新雪季，好消息频传。

在被誉为全球滑雪旅游领域的最高荣誉

之一——“世界滑雪大奖”评选中，万科松

花湖度假区再获2024年度中国最佳滑雪

度假区殊荣，连续8年蝉联世界滑雪大

奖，成为全球滑雪旅游的标杆和典范。

长白山机场刷新历史“成绩单”

2024年1月，长白山机场迎来“开门

红”，单月旅客吞吐量突破10万人次，创

历史同期新高。截至12月9日，长白山机

场2024年旅客吞吐量突破58万人次，超

2023年全年旅客吞吐量。亮眼的“成绩

单”为长白山旅游的蓬勃发展写下了生动

注脚。

经典与创新碰撞！“雪饼猴”IP
火爆出圈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西游主题乐园“雪

饼猴”融合了传统文化IP故事场景，让说

着东北话的“妖魔鬼怪”成为旅游元素的

输出者，在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碰撞

中，消费者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旅游体

验。2024年上半年，长春市动植物公园

营收2000余万元，同比增长412.86%。

吉林市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
验区成立三周年

2024年11月，吉林市冰雪经济高质

量发展试验区挂牌成立3周年。作为全

国唯一的省级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平台，

吉林市冰雪试验区致力于打造冰雪经济

“4+X”产业格局，在政策创新、产业规划等

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白山松水韵，多彩吉林游。吉林，这片被大自然厚爱的土地，坐拥长白山的巍峨
雄浑、松花湖的灵秀清幽、查干湖的古朴渔风等绝美景观，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旅
游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石。

从滑雪胜地的拔节跃升，到世界地质公园的荣耀扬名；从特色景区的华丽蜕变，
到文化IP的创意突围，2024吉林旅游在传承与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成绩斐然。

本报悉心甄选2024年吉林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核心事件与突出成就，涵盖旅游市
场的繁荣盛景、产业架构的创新突破、文化内涵的创意升华等多元维度，全景式呈现
吉林旅游产业的绚丽画卷，镌刻下彰显地域活力的生动注脚。

来自江苏的滑雪爱好者晓妍在网上看到

万科松花湖“国风秀”的视频后，便迫不及待地

约上闺蜜奔赴吉林。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的雪道在灯光与烟火的映照下仿若梦幻之

境。晓妍站在人群中，满心期待。当《林海雪

原》的旋律响起，20多位身着京剧、川剧等戏

服的滑雪爱好者自山顶疾驰而下，身姿矫健，

似飞鸟入林。晓妍激动地拉住身旁朋友的手，

高呼：“太帅了，这简直太热血了！”

夜场雪道化身为秀场，冰天雪地搭建起

戏台。自今年雪季开板以来，万科松花湖度

假区的冰雪秀系列活动成功吸引了全国雪友

的目光，其“大东起国风·粉雪映华夏”主题活

动为国内外雪客及游客带来了全新的冰雪文

旅体验。

M.V滑雪俱乐部负责人丁宁表示：“我们

先后尝试了《三国》《西游记》以及舞龙舞狮等

多种题材的换装表演，旨在通过这种形式弘扬

传统文化，宣传吉林冰雪。”

“自开板以来，万科松花湖度假区的客流

量已达16万人次，夜场平日有3000—4000人，

周末约达5000人，与上个雪季同期相比增长

20％。”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

介绍，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在新雪季推出了“酒

店+滑雪+新玩法”的度假产品，以文体旅融合

推动冰雪经济发展。

万科松花湖的国风潮滑雪视频在社交平

台上爆火，晓妍便是点赞大军中的一员。她兴

奋地说：“这一趟来得太值了！”

别开生面的“国风”盛宴
本报记者 刘姗姗

新年来临之际，在长白山机场，旅客们来

来往往。

滑雪爱好者张小姐拖着大包小包的雪具，

正为搬运发愁。一款造型独特的行李车映入

她的眼帘。“我来帮您。”机场地服人员刘坤过

来帮忙，刘坤将雪具稳稳地卡在了行李车的

“篮框”里。

张小姐由衷地赞叹道，““这行李车的‘篮

框’设计得巧妙又贴心，刚好可以把雪具插在

里面。”刘坤微笑着回应：“您觉得方便就是对

我们最大的肯定。这是我们机场专门为方便

旅客携带雪具而设计的。”

长白山作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滑雪胜地，每

年冬季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为了解

决往年旅客雪具携带的难题，航站区管理部经

理李韶强领着团队，仅用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

雪具专用行李车的研发和制作。

这款行李车充分考虑到了长白山的严寒气

候条件，在结构强度、容量大小、防滑性能等方

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李韶强说，希望通过

这一举措，让每一位到访长白山的旅客都能感

受到吉林“老铁”的诚意，乐游吉林、爱上吉林。

行李车里的行李车里的““小温暖小温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姗姗刘姗姗

晨曦初绽，阳光金灿灿的，洒落在北大湖

滑雪场的雪道上。滑雪教练陈宇挥挥了雪杖，

抖擞精神，开启他滑雪执教新的一天。

“冬天，对于我们滑雪教练来说，却是春

天！”时光悠悠，这里的每一寸雪、每一道坡，都

承载着陈宇的回忆与热情。

“你看！雪友不少，但排队等待的时间比

去年短。”陈宇对记者说，“今年雪场增加了缆

车数量，我带学员的效率也提升了。雪道拓宽

了不少，压雪设备还进行了升级换代……”

更令陈宇开心的是，北大湖将迎来有史以

来赛事活动最多、规模层次最高的一个雪季。

“精彩赛事会吸引更多游客，旺季持续期就会

长一些，我的收入自然会增加许多。”

我省这几年加强了冰雪运动人才的培养，

陈宇也因此受益，获得了更多培训的机会。他

说，能将国际前沿理念融入教学，工作愈发得

心应手。

“以前带学员，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现在心

里踏实多了。”陈宇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他深知，这份改变不仅源于自身成长，更得益

于背后的政策支持。

滑雪教练的“春天”
本报记者 曲镜浔

“你好！‘雪饼猴’！我来自江苏，可以跟你拍张合影吗？”

“哎呀妈呀，南方来的孩子咋这么乖呢！快点让你爸妈给

咱俩照相。”

“谢谢猴哥！”

“别走，别走，猴哥给你点我的特产，这‘雪饼’成好吃了！”

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主题乐园“五行山下”互动场景的交

流对话，引得现场笑声连连。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南方游客来吉林旅游时，都会到

“五行山下”一睹”雪饼猴”的风采。这不，来自江苏南京的游

客杨益林带着孩子和妻子在元旦的傍晚，融入到长春动植物

公园西游主题乐园的人流之中。

西游主题乐园里“南天门”“盘丝洞”“高老庄”“女儿国”等

演艺舞台前，挤满了游客。音乐响起，绚丽的舞台灯光忽明忽

暗，一时间，如梦如幻的氛围把游客引入了“西游”世界。

“这里的灯光、舞美、道具都很好，我是看着电视剧《西游

记》长大的，没想到有一天真的能有这样的主题乐园。吉林，

很厉害！”杨益林对记者说。

自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推出西游记主题夜游项目以来，说

着东北话的“雪饼猴”“天兵天将”“妖魔鬼怪”等元素，在传统

文化与地域文化中融合交织，让消费者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

的旅游体验。今年上半年,长春动植物公园营收2000余万

元,同比增长412.86%。

你好！“雪饼猴”
本报记者 何泽溟

午后，长春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园内。

“下午吃大米查子，就是下午茶。”端着高脚杯，

二人转演员宋晓峰优雅地品尝起了既熟悉又“陌

生”的大米查粥。此前，他在这里还体验到了“血肠

刺身”“丰收三明治”“美丽冻人（皮冻）”……

这些有趣的创意，来自总经理孙语良。创

意不仅这些。2024年对孙语良来说，是不断

发起“头脑风暴”的一年。

景区持续发展，需要新创意。如何才能独

树一帜？孙语良的“头脑风暴”一来，发展沉浸

式文旅演艺的想法冒了出来，大型室外抗战实

景剧《抗联抗联》诞生了。

经过精雕细琢，《抗联抗联》成为莲花岛的

演艺招牌。一位92岁的老观众看完后热泪盈

眶，激动得说不出话……

孙语良开通了个人抖音号“阿良不能凉”，

化身“戏精”。正如他所说：“看戏是你，演戏也

是你，跟我一起做‘戏中人’。”

从夏天的大型水上实景剧《莲花仙子传》，

到冬天新排演的《这是长春·1948》，莲花岛的

戏码越来越足。孙语良也把所有莲花岛的铁

粉们称为自己的“股东”，“2025年，‘股东’想

看什么‘戏’，我就演什么‘戏’。”

莲花岛上的“头脑风暴”
本报记者 韩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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