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7月，家住张家口市张北区的刘景瑜、刘景
茵姐妹第一次走进富龙四季小镇。

“山坡上的缆车令我印象最深。 一直听说崇礼
的滑雪场最好玩，冬天我们还想体验滑雪的快乐。”
刘景瑜说道。

离刘景瑜口中雪季还有近4个月的时间。11月，
冬天和雪季将一同到来，彼时这里的翠绿草场将披
换银装，变为雪道———这是张家口崇礼区冬季冰雪
旅游最闪亮的名片之一。

包括富龙滑雪场在内， 崇礼全区共建成万龙、
长城岭、 云顶等8家滑雪场， 拥有雪道174条166公
里，各类缆车索道69条46.5公里。作为国内最大的
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在2022-2023雪季（2022年
11月14日-2023年5月3日）共接待游客222.68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26.22亿元，实现北京冬奥会后首
个雪季“开门红”。

事实上，在2019年前，崇礼一直处于贫困县序
列，2015年官方统计的贫困发生率还高达16.81%。
如何破局，走出冰天雪地和山林，崇礼在1996年开
始了尝试。

彼时，崇礼建成了首家距北京最近的塞北滑雪
场。不过，雪场有了，交通、住宿、餐饮却都是问题，
通往雪场的路泥泞崎岖，残雪高高堆起，将原本就
狭窄的通道挡住大半。

2001年起，崇礼连续举办多届中国崇礼国际滑

雪季，将“崇礼滑雪”的名片送向四方。随着更多的
雪场入局， 滑雪旅游配套的产业链也逐渐成型，住
宿、餐饮、雪具、专业教学等产业应运而生。

此后，坐拥冰雪资源的崇礼确定了围绕打造国
际知名的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胜地的发展定位，发
展以冬季滑雪和夏季户外为主导的体育休闲产业。

在雪季，除了滑雪度假的主要项目，崇礼各雪
场推出了“冰雪+民俗”、主题冬令营、研学旅游产
品，承办、举办各种赛事活动，来访游客逐年增加。

以富龙四季小镇为例，据富龙文旅副总经理邹
中桥介绍，按雪场闸机刷卡的口径统计，自2016年
开业到今年雪期，游客量由十几万增长至35万。

雪季之外，崇礼也并未停止体育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的脚步。傍山而建的雪道和冬奥场馆为夏季户
外运动提供了很好的硬件设施，崇礼由此大力推动
山地骑行、露营等户外运动项目发展，每年承办、举
办哥伦比亚168超级越野赛等夏季赛事活动100多
项。同时，也开展多个峰会论坛和文化活动。

“崇礼夏季清凉，非常适合避暑。从4月26日开
启夏季运营后，富龙四季小镇游客接待量呈现阶梯
式递增。目前，仅入园消费的游客每天就有4000多
人，周末会增至七八千人。”邹中桥说道。

现在的崇礼， 早已不是从前那个灰扑扑的小
城，而是在资源整合与产业融合下，正在逐步成型
的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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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礼全区共建成万龙、长城岭、多乐美地、云顶等8家滑雪场

拥有雪道174条166公里，各类缆车索道69条46.5公里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牛清妍

崇礼在2022-2023雪季（2022年11月14日-2023年5月3日）

共接待游客222.6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6.22亿元人民币

冰雪旅游产业的动能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
依据2021-2022雪季数据发现

冰雪游收入每增加1元
可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相关行业增收超过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