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人们对于冰雪旅游的热情也越发高涨，而哪些能成为国

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也成为游客和业界关注的话题。1月26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

育总局公布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名单，北京延庆海陀滑雪旅游度假地等12家滑雪旅

游度假地入选。该名单的出炉，也让不少滑雪爱好者表示迫不及待想要去体验。业内人

士表示，随着大众参与度的提升，当前滑雪正从一项专业运动逐渐转向为一种多元化的

新型旅游度假方式。而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名单的出炉也有助于推动我国冰雪

旅游产业向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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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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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冬奥 ·

零碳小屋如何“自给自足”？
———走近冬奥里的“绿科技”

冰雪旅游乘风起

据了解，此次12家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包

括北京延庆海陀滑雪旅游度假地、河北涞源滑雪

旅游度假地、河北崇礼滑雪旅游度假地、内蒙古

扎兰屯滑雪旅游度假地、辽宁宽甸天桥沟滑雪旅

游度假地、吉林丰满松花湖滑雪旅游度假地、吉

林抚松长白山滑雪旅游度假地、黑龙江亚布力滑

雪旅游度假地、四川大邑西岭雪山滑雪旅游度假

地、陕西太白鳌山滑雪旅游度假地、新疆乌鲁木

齐南山滑雪旅游度假地、新疆阿勒泰滑雪旅游度

假地。

此次公布的12家国家级滑雪度假地，是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滑雪

旅游度假地认定工作的通知》，在各省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

推荐申报基础上，经材料审核、专家评审和社会

公示后正式公布的名单。

在入选的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中，北京延

庆海陀滑雪旅游度假地正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

延庆赛区，海拔最高点2198米。而北京雪友钟爱

的“老面孔”河北崇礼滑雪旅游度假地、河北涞源

滑雪旅游度假地，拥有天然冰雪资源的吉林抚松

长白山滑雪旅游度假地也榜上有名。此外，位于

中国南部的四川大邑西岭雪山滑雪旅游度假地

也出现在名单中。可见不单单是冬季气候相对寒

冷的北方，一些南方滑雪目的地也受到游客们的

喜爱。

笠12家滑雪旅游度假地入选笠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也参与到冰雪旅游之

中。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与马蜂窝旅游联合发布

的《中国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2）》（以下简称

《报告》）中提出，预计2021-2022冰雪季我国冰

雪休闲旅游人数将达到3.05亿人次，我国冰雪休

闲旅游收入有望达到3233亿元。

《报告》显示，常态化冰雪旅游正在成为新的

生活习惯，年轻化、短途轻旅游、周末结伴出行成

为冰雪旅游的重要趋势。而在目的地方面，大众

冰雪观光和滑雪休闲度假模式均衡发展，冰雪资

源丰富、交通便利、商业设施完善的冰雪旅游目

的地受到游客喜爱。

“国家级滑雪度假地的评选可能会引导我

国的冰雪旅游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吴丽云说，

对于未来冰雪旅游市场的发展，她表示可以从

初期的以观光和滑雪为主向更多维的产品结构

转变，让冰雪旅游成为休闲度假的一种形式。此

外，还应重视科技在冰雪旅游发展中的作用，通

过一些技术手段帮助大众更好地体验冰雪带来

的乐趣。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各地对冰雪文化的

挖掘、培育。

吴丽云还提到，冰雪旅游还应向全国进行

均衡化发展。她表示，“未来当冰雪旅游成为我

们的一种消费习惯后，我国南方的省份也可以

通过增加室内滑雪场，来改变冰雪旅游‘北多南

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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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滑雪人群增多，滑雪旅游度假的

方式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追捧。不少雪友表示，

每年都会去国内不同的滑雪目的地度假滑雪，不

仅仅是看雪道情况，通常游客们在那里一住就是

好几天，吃、住、滑雪都在其中，因此滑雪目的地周

边的配套住宿、餐饮条件也是游客们关心的。

文旅部于2021年10月21日颁布的《滑雪旅游

度假地等级划分》行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中，便明确了滑雪度假地的划分标准与相关细

则，其中也提到需具有一定数量的旅游饭店、特

色民宿等住宿接待设施等。

《标准》颁布约半个月后，文旅部发布了关

于开展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认定工作的通

知，明确了认定对象为具有良好的滑雪场地资

源，满足滑雪场所开发条件，能够满足游客以滑

雪运动为主，兼具户外运动、康养度假、休闲娱

乐等旅游需求的度假设施和服务功能集聚区。

最终，上述12家滑雪旅游度假地被评为国家级

滑雪旅游度假地。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看来，国家级滑雪旅游度

假地的评选和公布是我国冰雪旅游产业里程碑

式的事件，标志着我国冰雪旅游发展步入了以休

闲度假为引领的新时期，对于进一步释放冰雪旅

游消费需求，推动各地冰雪旅游产业提质升级，

放大冰雪旅游的经济社会带动作用，具有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

笠配套住宿、餐饮不能少笠 笠冰雪旅游发展进入新阶段笠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西侧，一个长宽各6米、

高2.5米的灰白色小屋顶部，矗立着两组红蓝绿相

融、颇具冬奥色彩元素的条状风叶，在冬日里凌风

“舞动”，与晶莹飘逸的“冰丝带”外立面遥相呼应。

“这是我们项目团队研发的‘零碳小屋’，冬奥

期间它将作为‘冰丝带’服务和应急咨询的站点使

用。”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魏一鸣说。

零碳小屋“五脏俱全、食粮充足”，利用屋顶的

风机和太阳能光伏板供应清洁能源，满足室内空

调、办公设备、外墙大屏等用电需求，并装有热回

收系统、电能储存系统，实现能源自给自足与智能

调控，达到零碳排放。“建筑本身也使用了环保可

回收的钢材料，小屋可以拆装移动循环利用。”该

项目团队成员、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

究中心副主任余碧莹介绍。

2021年9月起，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国家速滑

馆、清华大学等单位，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

冬奥重点专项之一———“低碳冬奥监测与碳中和

调控关键技术及示范应用”，赋能绿色办奥。

从哪里来？有多少？怎么办？围绕冬奥场馆内

关于碳排放的“灵魂三问”，该团队又开发了碳排

放“测算控谋”技术体系，研制出冬奥碳测平台，扮

演起冬奥碳排放“监测官”的角色，让北京冬奥会

碳减排贡献有据可依、有数可查、有物为证。目前，

项目研制的设备已应用于“冰丝带”和国家游泳中

心“冰立方”。

“我们在场馆看台区域、耗能设备、观众入口

等数十个点位安装了智能监测装备，实时收集二

氧化碳浓度、人流、电力、场馆温湿度等人机物环

数据，这便是‘测’。数据回传至冬奥碳测平台，自

动计算出场馆各区域碳排放量，这就是‘算’。”余

碧莹说，项目团队还负责测算北京冬奥会各项低

碳技术的减排量，以及赛事总体碳排放量。“这个

平台是为北京冬奥会的碳排放精打算盘，也就是

要算一笔二氧化碳的账。”

“根据实际算出的碳排放量，科研团队会给出

不同情景下的碳中和调控方案，比如涉奥企业碳

排放捐赠、林业碳汇、低碳交通出行等。另外，冬奥

碳测平台还可以检测到异常耗能，提醒工作人员

前往检查。这便是‘控’与‘谋’的初衷。”北京理工

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沈萌说。

除提供冬奥科技支撑外，该项目团队未来还

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需求，形成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低碳解决方案、低碳成果全球宣传方案，以

及冬奥牵引京津冀协同发展白皮书，向全球展示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低碳行动、减排贡献、对

区域协同发展的牵引成效。

“量化冬奥会对投资产业、能源经济、社会生

活等各方面的推动效果，对奥运遗产的总结具有

重要意义。”魏一鸣说，希望北京冬奥会能让世界

更加真切可感地走近绿色办奥的中国方案、感知

低碳奥运的中国经验。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