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谢 洋

2020年，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可可托海这个地
处北疆的边陲小镇为世人所知晓。

今年12月，记者走进新疆，来到可可
托海时发现，当地通过构建冰雪旅游产
业体系、打造冰雪旅游品牌，带动了大批
游客的到来。如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也开起了民宿、餐馆，当上了滑雪场的教
练、索道司机、安全员，吃上了旅游饭。

可可托海的转型，是新疆冰雪运动
发展的一个缩影。和北方其他地区相比，
新疆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中国

黄金雪域线”，具有雪期长、雪质优、雪道落
差大、滑雪体感温度舒适等优势，加上当地
悠久的冰雪运动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
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源
优势。

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
新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挖掘冰天雪地蕴藏的
巨大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

价值，通过顶层设计为发展冰雪旅游提供
理论指导，按照优先打造阿勒泰、乌鲁木
齐，重点发展天山北，逐步带动全新疆的

“三步走”战略，让当地“冷资源”转化为“热
经济”的步伐走得格外稳健。

此外，新疆还积极推广普及冰雪运动
进校园，全区有56所中小学、7所高校开设
冰雪特色体育课程，参与学生4.6万人次。
多所学校被评为“全国校园冰雪运动特色
学校”。“中国雪都”阿勒泰还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把学生的冰雪体育课“搬”
到了专业滑雪场。一批批后备人才的培
养，让新疆的体教融合持续深化，当地的
冰雪运动氛围日渐浓厚。

在“追着雪花看新疆”的采访途中，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疆的冰雪经济正迎
来欣欣向荣的发展窗口期，一批设施一
流的冰雪场馆拔地而起，从四面八方慕
名而来的游客将航班、列车塞得满满当
当，各大滑雪场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创出
新高，带动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交通
等全产业链蓬勃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
新疆冰雪旅游、冰雪产业发展的成果将
不断惠及更多的各族群众，让发展更有
温度、群众更有获得感。

“冷资源”成了“热经济”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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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铺满白雪的那拉提草原风景区，国

家越野滑雪队退役队员叶尔森·什沃很回

乡创业，带着农牧民一起致富；在乌鲁木

齐，青年“雪里淘金”，瞅准商机发展露营

和民宿……

新疆处于冰雪黄金纬度带，依托冰雪

旅游、冰雪赛事、特色冰雪节庆活动、冬博

会等，让“冷”资源成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热”效应，新疆冰雪产业迎来了高质量发

展重大机遇。

00后成了牧民创业“领头羊”

隆冬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那拉提草原

风景区，风呼呼地吹着，大草原盖上了“白

棉被”，雪岭云杉树“脚脖子”及以下都被埋

进了数十厘米深的积雪中，树尖戴着“雪顶”，

松鼠、牛羊等动物在雪中留下一道道足印。

这片伊犁河谷沿岸“白了头”的古老草

原，用冬日特有的冰清玉洁样貌，迎接着一

批批游客。

哈萨克族 00后叶尔达那·吉恩斯艾力

头戴紫色狐狸毛帽子、脚穿长筒皮靴，全身

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他喂饱

“好朋友”——一匹棕红色的马，给它戴上

哈萨克族特色的黑底金色花纹马鞍鞯，在

景区迎接游客。

他在那拉提草原长大，因为热爱家乡

的美景，留恋马背上的欢快生活，今年 6
月从新疆大学毕业后选择回乡加入马队

工作。

叶尔达那·吉恩斯艾力所在的那拉提

空中草原天牧台景点马队，由约 20名新源

县那拉提镇喀拉苏村的哈萨克族牧民组

成，队长叶尔森·什沃很被村民称为“冠军

马队队长”。

现年 33岁的叶尔森·什沃很从国家越野

滑雪队退役后回到家乡照顾母亲。当运动员

时他去过不少欧洲国家，看过了外面的风

景，希望把家乡的美景介绍给更多人。今年 3
月，他成立了冠军马队，带领村民上走致富路。

马队从牧民家陆续召集到约 200 匹

马，除了推出骑行服务，游客还可以玩马拉

爬犁、雪地赛马等项目，骑手们还为游客表

演“姑娘追”“叼羊”等哈萨克族传统项目。

23岁的叶尔达那·吉恩斯艾力是冠军

马队最年轻的队员，他的工作是向导，带着

游客骑马穿越草原，介绍那拉提高山草原

的景色，讲解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习俗和

风土人情。此外，他还跟随马队参与承接草

原风光商业拍摄的“大单”。他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2022-2023 雪季期间在马队

实习收入有两万多元，今年的旅游旺季，一

匹马为他创造了 3万元的收入。

12月 22日的赛马活动中，叶尔森特地

在哈萨克族特色的外套里穿上了参加

2022年北京冬奥会时的衣服和鞋子。他解

释说，景区目前有 5支马队，冠军马队是成

立时间最晚的，但他希望，“这个马队能成

为马队里最好的，成为游客喜欢的冠军”。

叶尔森还有一个愿望：让家乡的青少

年成为冠军。他从那拉提镇选拔青少年滑

雪爱好者，组成越野滑雪队，在新源县有关

部门支持下，带着孩子们训练、比赛。今年

1月，叶尔森带出来的小队员，在新疆第一

届冬季运动会的单板滑雪甲组混合障碍追

逐项目中斩获金牌。

叶尔达那·吉恩斯艾力希望新的一年，

那拉提依托丰富的冰雪旅游资源和独特的

哈萨克族文化优势，带动家乡牧民增加收

入，给更多 00后增加返乡就业途径。

一座滑雪场带动一座城

“泡泡屋”里围炉煮茶，夜晚在太空舱

仰望银河……今年冬季以来，乌鲁木齐市

的很多年轻人选择在冰天雪地里“安营扎

寨”，享受另一番新潮乐趣。

野路子营地·趣野文创园位于乌鲁木

齐县水西沟镇闸滩村，能观雪场、眺望南山

美景。这座占地面积近 40 亩的营地，是今

年 8 月当地新增的一处集露营地、特色集

装箱、网红奶茶、太空舱住宿和集市花车等

于一体的文创园。

“周末连车都没地方停，预订的客人已经

排到12月31日了。”文创园店长王小井说。

一座滑雪场带动一座城。这里的丝绸

之路山地度假区是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

假胜地，每年全国各地的雪友慕“雪”而来，

因为“玄奘大道”“艾文大道”“非常道”这

些雪道名声在外。

趣 野 文 创 园 创 始 人 周 成 说 ，随 着

2023-2024 雪季的到来，营地周末日均接

待游客 1000余人次。他说：“希望为年轻人

打造一处可以远离都市的喧嚣，亲近大自

然，享受宁静和放松的营地，让游客找到

‘新疆人载歌载舞的状态’。”

营地还设立集装箱商铺，为当地农民

提供了就业机会。10辆免费花车帮助当地

村民的骆驼摆件、毛毡钱包、毡房首饰盒等

打开了销路。

据了解，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雪季有

员工近 700 人，其中 80%是来自乌鲁木齐

县 4个乡镇周边 20个村的农牧民，还有滑

雪教练 300 余人。与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

毗邻的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平西梁村成为

最大的受益者，农民变身“滑雪教练”“民宿

管家”“骑马教练”……

平西梁村党支部书记李桂琴说，冰雪

经济带动了平西梁村的经济发展，平西梁

村已有民宿 55家，能够同时接待 1000名游

客入住。

“闲在归来”民宿就是其中独具特色的

一家。

90 后青年苗雨把“玩”拓展成了一门

生意，他说，村子里的民宿拓展了休闲娱乐

的边界。在他经营的“闲在归来”民宿里，一

房一景，有民族风、简约风、童趣风等多个

风格的客房。

每逢节假日，苗雨喜欢约上三五好友，

带上孩子们一起找个地方玩，但一直没有

适合亲子游的好去处。如今他创造了自己

的梦想之地，雪山观景露台大床房、飞艇乐

园主题飞机床等多种房型将他的亲子游理

念变成了现实。

“冰雪+”青少年解锁新玩法

室外温度零下 18摄氏度，十二师职业

技术学校学生汪佳国却热得满头大汗，“彩

虹滑道我玩了 5次，还想玩，太刺激了！”

一人用力踩动自行车，带动几十米

长滑轨上的木质小车转动，这个游戏吸

引了五一农场学校六年级学生陈瑞琪和

同学来打卡。陈瑞琪有点害怕，他坐在小

车里被卡在半空中，不断地呼喊同学“快

点骑”，终于让小车如同过山车一般俯冲

下来。“好玩，太好玩了！”男孩们心满意

足地奔向下一个雪地游戏。

12月 1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

师“趣玩雪·向未来”青少年冬令营开营仪

式在头屯河谷森林公园新疆奇趣童年主题

乐园举行，园区内设置了“雪橇车”“冰上陀

螺”“雪地滚筒”等 10 余项冰雪游戏设施，

来自五一农场学校和十二师职业技术学校

的学生成为首批体验者，他们在雪地里肆

意欢笑奔跑，体会冰雪的快乐。

12月 22日，在军垦明珠城市石河子的

军垦第一连滑雪场，身着军绿色滑雪服的

何万里踩着单板俯冲而下，在雪道上划出

美丽的弧线。每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读博的

何万里都会趁着假期，回到家乡滑雪，他体

验过法国、瑞典的雪场，仍然最爱留有儿时

记忆的家乡雪场。

当天在雪场驰骋的还有 5岁萌娃伍玥

和阳阳，一对好朋友年龄虽小，滑雪却已有

3 年了，每年雪季，在妈妈的带领下，他们

要连续在雪场玩一个月时间。

近年来，新疆各地旅游景区纷纷创新

推出“冰雪+”个性化特色活动，解锁不同

业态新玩法，“冰雪+研学”“冰雪+民俗”

等，推动冰雪多业态融合发展。

12 月 21 日上午，伴随着纷飞雪花，昌

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

第三届冬宰文化节拉开帷幕。“冬宰民俗文

化”活动源于生活，每年的这个时节，乌孜

别克族同胞们就开始“冬宰”，以储备“冬

肉”，来犒劳一年辛苦忙碌的自己，期盼来

年农民五谷丰登、牧民人畜兴旺。

活动现场，身穿乌孜别克族服饰的村

民或一展歌喉，或翩翩起舞。舞台下面，共

设有 56个摊位，由村民自发展销当地特色

农副产品和特色美食。

“这次活动以冬宰节为主线，贯穿了农

副产品展销、文艺汇演以及雪地趣味活动，

是一场民族文化的精彩展示，也是一次各

民族大联欢的体验。”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

党委书记闫海莲说。

12月 22日，新疆打造全新的冬季文旅

超级 IP——“热雪节”正式启动，点燃了新

疆冰雪运动和旅游的热潮，助力新疆打造

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据新疆文化和旅

游厅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冬明春期间，各地

州市将举办开展冬季旅游活动 276项。

新疆冰雪“热”起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见习记者 刘释诚

12月 20日上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阿勒泰市拉斯特乡的“马皮滑雪板制作

技艺”传承基地，33岁的胡安什别克·斯兰

别克一大早就和两名徒弟来到这里，钻眼

挖槽、打蜡抛光，制作毛皮滑雪板。

胡安什别克的父亲斯兰别克·沙和什

今年 69岁，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阿勒泰市“马皮滑雪板

制作技艺”传承人。从 15岁开始，胡安什别

克跟着父亲学习制作毛皮滑雪板。

刚开始学时，这个大个子的哈萨克

族小伙儿会不小心把裁好的桦木板掰

断，或是切割板材时尺寸出问题，但靠着

耐心和坚持，他现在制作的毛皮滑雪板

品质也跟父亲做得一样好。

阿勒泰素有“雪都”之称，自古以来，

毛皮滑雪板就是当地哈萨克族群众冬季

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之一。距离胡安什别

克家 40多公里的敦德布拉克岩画洞穴中，

有距今 1万多年的古人滑雪狩猎岩画。

和现代滑雪板不同，古老的毛皮滑

雪板凝结着阿勒泰先民的智慧。毛皮滑

雪板选用桦树、白松木及马前腿的皮毛

为原材料，经过选材、裁板、软化板头、板

头定型等 10道工序制作而成。这种毛皮滑

雪板向前滑行和下坡时顺毛，减小摩擦，向

后踩蹬和登坡时逆毛，增大摩擦。

“毛皮滑雪板比现代的滑雪板还好，现

代的滑雪板只能玩，这个还能爬坡，以前是

我们当地人的交通工具。”胡安什别克说，

冬天有时会下两米多厚的雪，马都走不了，

这种滑雪板还能载着牧民出行。

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对冰雪文化

的推广，新疆阿勒泰作为人类滑雪最早起

源地，被越来越多人知晓。胡安什别克家的

毛皮滑雪板的订单也越来越多，生意一年

比一年好，今年入冬后，他们制作了 60副不

同尺寸的毛皮滑雪板，绝大多数都已售出。

“一副毛皮滑雪板要卖 1000 多元，一

个冬天就能给家里带来近 10 万元的收

入。”胡安什别克说，他之前在外地开出租

车，每月收入 5000 元左右，2021 年他卖掉

出租车，回家一心一意跟父亲学艺，传承这

门古老的技艺。

外出打工的经历，让胡安什别克想到

了改进制作工艺的方法。他动员父亲买了

一台木器加工机。改变过去加工滑雪板用

斧头砍、锯子锯的传统做法，机器加工的木

材又直又平。跟父亲学习的过程中，他还有

个想法，就是把固定在毛皮滑雪板上的马

皮设计成可拆卸的，下山下坡时可去掉毛

皮，减少阻力。

作为家族第五代技艺传人，胡安什别

克还在两三年前，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了

账号，自己拍摄、剪辑，用视频展示制作毛

皮滑雪板的过程，向更多的年轻人推广这

门古老的文化。他还和设计公司合作，创

新推出毛皮滑雪板的相关文创产品，让不

方便携带大尺寸滑雪板

上飞机的游客，可以买到

缩小版的手工艺品，增加

了收入的同时，也让这项

技艺在创新中更好地得到

传承和传播。

让阿勒泰毛皮滑雪板“滑”得更远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陈卓琼 谢 洋 王雪迎
见习记者 尹希宁

“艾文大道知道吗？我从那滑下来过！”

今年上六年级的伊合拉斯·努尔力哈依民，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

县水西沟中学冰球队的前锋。从这条最大

坡度 36度、落差 400米的滑雪道滑下来，他

认为是“小菜一碟”。

伊合拉斯·努尔力哈依民介绍说，学校

附近就有专业滑雪场，他从小跟当滑雪教

练的父亲学会了滑雪，这两年在学校新学

的冰球技能提升很快。

以申办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起点，中

国作出“带动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郑重

承诺，“冰雪运动进校园”应运而生。后冬奥

时代，新疆积极推广普及“冰雪运动进校

园”。今年年初，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关于推

进青少年冰雪运动进校园工作的通知》，明

确有条件的北疆地区中小学应将冰雪运动

项目作为冬季体育课主要内容。截至目前，

新疆已有 56所中小学校和 7所高校开设冰

雪特色体育课程，参与学生 4.6万人次，全

疆 93所学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

运动特色学校”。

近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实地走访新

疆一些中小学了解到，冰雪运动成为学校特

色课程，“冰雪进校园”成效显著。滑雪滑冰、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等冰雪运动，丰富

着新疆少年儿童的体育生活。

学校将体育课“搬”进滑雪场

随着哨声响起，水西沟中学一场高年

级学生的冰球比赛开始了。冰球小将们戴

着头盔、屈腿俯身，轻盈地在冰面滑行。考

萨尔·木和亚提、叶斯泰·别得力汗和江布

力·阿布吾哈力挥着冰球杆，起劲地在冰面

上争抢射门机会。

四年级的考萨尔·木和亚提现在在学

校里练习冰球，他希望今后有机会参加更

多校外比赛，未来当一名冰球运动员。

“冰雪运动进校园”工作启动后，这所

拥有 20 个教学班、792 名学生的九年一贯

制学校，给小学二年级及以上学生开设了

滑冰课，择优选拔滑冰技能较好的四年级

学生加入速滑队。参训两到三年后，学生可

根据个人兴趣，继续留在速滑队，或加入冰

球队、花样滑冰队。

让更多的学生参与校园冰雪课，场地

建设是先决条件。水西沟中学党支部书记

申光明介绍，在区、市两级教育部门专项经

费支持下，冰场浇筑和学生的冰雪运动装

备，都由学校出资。

“学生们来（上课）就行了。”申光明介

绍，为了让孩子们巩固冰雪运动训练基础、

“稳稳上冰”，学校夏季开设轮滑课、冬季转

换为冰雪运动课。这学期，学校还将冰雪课

由 40分钟/节增加至约 90分钟/节。

水西沟中学以北 500多公里的阿勒泰

市，有“中国雪都”“人类滑雪起源地”之称。

滑雪一直是当地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自

2018 年开始，为推进冰雪运动教育普及、

加快阿勒泰市冰雪特色运动进校园，阿勒

泰市在各中小学开展滑雪课程，各学校将

体育课“搬”进了滑雪场。

12月 19日，在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

阿勒泰市二中副校长木黑亚提·达尼亚尔带

着学生从雪道上飞驰而下。在内地一些省份

学生眼里“高大上”的冰雪运动，却是当地一堂

普通的体育课。学生们戴着棉帽和手套，虽然

脸蛋冻得红红的，但滑雪的热情很高。

“冰雪运动让我学会了从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一〇三团学

校每年的速度滑冰训练是从浇筑冰道开始

的。练习速度滑冰需要面临极寒天气等诸

多挑战，新疆的校园冰雪运动正彰显着独

特的育人功能。

刚穿冰鞋训练时，一〇三团学校学生

马耀虎的脚踝被磨破好多次，但他坚持下

来了，“不觉得辛苦，太喜欢这项运动了”。

车雪琴是全班女生中跑得最快的。因

为耐力强，滑雪课教练叶永江邀请她加入

学校速滑队。她说，在冰面上滑冰，感觉“酷

极了、太解压了”。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9 岁的

新源县第一小学学生张宇杭已有 3年的滑

雪经历。起初，他因为掌控不好滑雪板，多

次摔跤。在学校滑雪课教师的指导下，他现

在能在初级滑雪道上快速滑行了。

在张宇杭看来，3年的滑雪训练，他最

大的收获是明白了“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

爬起来”的道理。

近两年来，一〇三团学校掌握速度滑冰

运动技能的学生占到了 60%。校长李晨介绍，

学校开设了速度滑冰校本课程，组建了学校

速滑队，每年冬季举办滑冰比赛，还将滑冰

元素融入校徽，鼓励更多学生参与进来。

每到训练时，李晨会上冰滑 10 圈。她

用实际行动为学生作出示范：“只要用心和

坚持，就能把事做成，你们看，我这把年纪

也能学会滑冰。”

让孩子在冰雪运动速度
美与艺术美中滋养身心

2023-2024雪季，阿勒泰市结合冰雪资

源优势特点，广泛开展独具特色的青少年冰

雪运动。阿勒泰市第二中学学生郭天宇学习

滑雪有 4年了。他最先接触学校开设的越野

滑雪课，后来逐渐进阶学习高山滑雪。

在雪季，他每天训练六七个小时。学校

教师看准他是一棵滑雪运动的“好苗子”，

会“开小灶”为他辅导，在他看来，“（能）坚

持下来，还得靠自己的努力，最难的就是长

期的努力”。

近年来，一〇三团学校陆续为自治区

滑雪队输送了不少滑冰人才。站在冰场边

上，看到刚滑完 5000米的学生们脸蛋被冻

得红扑扑的，李晨从不吝惜爱护鼓励之词。

“开展速度滑冰训练，并不是想把每个

孩子都培养成冠军。”李晨说，学校更希望

培养他们对冰雪运动的兴趣和顽强拼搏的

精神。“这样的挑战你都能完成，以后学习

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你了。”李晨总

是这样为孩子们打气鼓劲。

在申光明看来，在寒冷的自然环境中开

展冰雪运动，能增强学生御寒能力，锻炼心肺

功能，帮助提升四肢协调性，更重要的是能磨

砺学生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的意志品质，在亲

近大自然中陶冶性情、挑战自我。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申光明计划进一

步推进学校的“体教融合”“冰雪运动进校

园”事业，让孩子与冰雪运动四季相伴，在

速度美与艺术美中滋养身心。

申光明希望，未来更多 10 后、15 后的

孩子能通过冰雪运动强健体魄，从体教融

合中受益；更希望这座西北乡镇中学能为

中国冰雪运动扩大“基座”，为中国冰雪运

动事业大发展培养新鲜血液。

后冬奥时代，冰雪运动进校园

天山脚下校园刮起“冰雪旋风”

12月2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一八一团中学的学生在

体验雪爬犁等冰雪趣味运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摄

12月 19日，零下 20摄氏度气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

二师头屯河农场学校里，一群学生正在玩雪地足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迎/摄

12月 20日，新疆乌鲁木齐县水西沟中学冰球队队

员正在打冰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12月23日，新疆昭苏县天马文化园骑手表演马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编者按

大美新疆，四季不同。地
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

“中国黄金雪域线”的新疆，
是冰雪资源富集地和冰雪旅
游目的地。近年来，新疆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深入挖掘冰天雪地蕴藏
的巨大价值，让“冰天雪地”
变成“金山银山”。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派
出几路记者“追着雪花看新
疆”，走访乌鲁木齐市、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市、昌
吉回族自治州、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石河子市、第十二师
等地，看冰雪产业给当地带
来的变化，捕捉冰雪“热”背
后的青春身影。

12月 20日，胡安什别克·斯兰别克为滑雪板

板头定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摄

12月 19日，在新疆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阿勒泰市二中副校长木黑亚提·达尼亚尔带着学生从雪道上飞驰而下。在阿勒泰市，滑雪已作为一门课程走进中小学

课堂，把体育课“搬”到了滑雪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摄

12月 1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青少

年冬令营活动现场，来自五一农场学校的学生正

在玩有趣的雪地游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