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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湖
北省十堰市张湾区
花果街道蔡家村村
民在菜地拔草（无
人机照片）。当日
是立冬节气，各地
农民抢抓农时忙农
事，一片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胡
学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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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张瑜 陈爱平

11 月 7 日迎来立冬节气，新一年冰
雪季已至。

近年来，我国冰雪经济持续升温，
不仅迎来“尔滨热”“新疆火”，南方多地
还竞相打造室内冰雪场馆，“冰雪+”消
费业态更加丰富，市场潜力进一步迸
发。冰雪经济还有哪些发展新空间？

多地冰雪资源“热力全开”
11 月初，阳光明媚，位于新疆富蕴

县的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已率先
“开板”，拉开今冬冰雪旅游大幕。这是
亚洲“开板”最早、雪期最长的滑雪场之
一，来自国内外的雪友脚踏雪板、在雪
道上飞驰而下，享受速度与激情。

“雪友的滑雪热情高涨，‘开板’即
高峰。”该度假区常务副总经理冯凯说，
目前每天雪友人数在 2500 人至 3000 人
之间。携程集团大数据显示，目前新疆
旅游订单量同比上涨13.58%。

一段时间以来，黑龙江、新疆等“老
牌”冰雪旅游目的地人气暴涨。哈尔滨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洪新说，今
冬“尔滨”持续“宠客”，将“上新”雪地摩
托、冰雪穿越等雪上体验项目，冰雪大
世界将扩大至 100 万平方米，亚布力滑
雪旅游度假区、帽儿山高山滑雪场等雪
道及配套设施也迎来升级改造。

随着“北冰南拓”步伐加快，南方地
区冰雪消费也日渐增长。以上海为例，
耀雪冰雪世界9月初开业，大批“潮流青
年”和亲子游客成为主要客群，这里也
逐渐成为赛事、训练的举办场地。

“室内雪场、冰场、滑雪模拟机等设
施，让雪友一年四季都能上冰雪。等进
入雪季，专业的滑雪俱乐部服务、增开
的直飞航班等，可以更好地满足游客需
求。”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周卫红说，当前冰雪消费
正呈现“四季热”“全国热”的新趋势，不
少游客“为冰雪赴一座城”。

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科技元素正
与冰雪文旅场景创新融合，加速形成竞
争新优势。

哈尔滨极地公园总经理戴瑞介绍，
公司创新运用元宇宙、VR 等数字化技
术，打造出“雪龙号”VR 极地探险、“长
城站”“中山站”智慧触摸屏等特色产
品，受到各地研学团的喜爱，为冰雪游
孕育新潜力。

抢抓冰雪旅游“出圈”机遇，围绕冰
雪经济、旅游康养、文化娱乐等领域，多
地“冰雪+”投资呈现扩大趋势。

上海市静安区滑雪协会教务长罗浩
分析说，近十年间，在冬奥会等冬季体育
赛事的带动下，我国冰雪运动爱好者明
显增加，有助于优化冰雪产业的资源配
置，引导冰雪经济形成更高效产业链。

近期发布的《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
究报告（2024）》显示，我国冰雪产业规
模从最初的 2700 亿元迅速扩张到 2023
年的 8900 亿元，预计 2025 年将突破万
亿元。

“成长的烦恼”需要破解
由于冰雪经济季节性强，热门景区

门票、住宿、餐饮等短缺问题较为突出。
据东北地区一旅游城市统计，当地

可供游客床位十余万张，春节、元旦等
假期日均接待游客往往是这一数字的
几倍，而春夏秋三季则有较长空窗期。

“不少地区发展冰雪产业的一个重
要短板是交通。”一名受访专家说，例
如，拥有丰富冰雪旅游资源的阿勒泰位
于西北部，距离主要客源市场较远，“旅
长游短”问题成为制约当地冰雪产业发
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记者还了解到，迎着“冰雪热”红
利，大量滑雪教练、导游等迅速涌入市
场，虽填补了短期需求，但长期来看，包
括产品开发、经营管理、旅游服务等在
内的各类高水平冰雪人才规模仍然不
大，后备力量较为薄弱。

“有的地方新建了滑雪场，但滑雪教
学课程体系不够规范。”西部地区一名受
访游客说，部分“野生教练”在缺乏相关
资质证书、健康证的情况下，直接在雪场
招揽学员，一旦出现问题很难追责。

“一些地区新开发了冬季景区，但
配套设施建设仍然较慢，难以满足游客
需求。”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副研究
员韩元军说，这类项目前期基础设施投
入资金量大，运营压力不小，如客流不
够稳定，将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有业内人士表
示，部分冰雪旅游投资项目由于前期决
策失之偏颇、缺乏运营经验等，存在形
式化、雷同化、低质化等情况，导致游客

“不买账”而最终“烂尾”，不仅浪费了钱
财，也制约了冰雪经济释放潜力。

怎样让“冷资源”变成可持续“热经济”
“‘冷冰雪’透着热乎劲儿，消费市

场暖流升腾，涌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热爱和向往。”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说，要借好“冬”风，文旅、市场等相关
方面应积极整合冰雪资源，开发差异
化、特色化冰雪产品，创造更多新的旅
游空间和消费场景，实现冰雪经济的创
新发展。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于渤建议，一方面要引导各地因地
制宜、科学规划，支持冰雪运动、冰雪文
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等全产业链发
展；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相关领域
投资，特别是在重点城市、热门旅游目
的地等，促进冰雪产业提档升级。

记者了解到，面临第九届亚冬会与
冬季冰雪季双重叠加期，哈尔滨市多部
门联动提前谋划，全面摸底并分类统计
当地住宿资源，积极开发高校等住宿接
待资源，鼓励支持旅游民宿发展，进一
步扩大游客承载量。

为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业内
人士呼吁，可充分利用亚冬会有利契
机，通过冰上趣味运动会、雪地足球等
喜闻乐见的冰雪体育赛事活动，让更多
人参与冰雪运动，推动冰雪经济成为新
的增长点，进一步释放冰天雪地的“金
山银山”效应。

韩元军建议，冬季冰雪旅游季，各
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务实开展涉旅监
管工作，引导行业加强自律，为游客营
造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深入开展旅游
市场联合检查，完善安全应急处置方案
预案，保障消费者安全和权益。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今年冰雪经济将有哪些新空间

新华社巴黎11月 7日电 （记者
张百慧）由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
戏曲学院主办的第九届巴黎中国戏曲
节6日晚在法国吉美博物馆拉开帷幕，
作为开幕戏上演的京剧《赵氏孤儿》博
得满堂彩。

当晚，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演员
为法国观众演绎了京剧经典剧目《赵
氏孤儿》。本次演出持续两个多小时，
现场座无虚席，观众在每一场戏结束
后报以热烈掌声。

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尹晓东在开幕
式上介绍说，《赵氏孤儿》曾被法国文

学家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搬上
法国舞台，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段
佳话。今天，这部作品再次登上法国
舞台，象征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延续和
深化。

本届戏曲节预计持续至 11 月 10
日，其间来自中国4个艺术院校和剧院
的艺术家将带来瓯剧《张协状元》、闽
剧《红裙记》等经典剧目，并配以相应
的戏曲艺术讲座及中法艺术家研讨沙
龙等。今年的戏曲节还首次采取戏曲
电影展映模式，播放粤剧电影《白蛇
传·情》，京剧电影《锁麟囊》《大闹天

宫》《杨门女将》。
担任本届戏曲节组委会法方主席

的法国文化部荣誉戏剧总监让－皮埃
尔·武尔茨表示，中国传统戏曲是一种
融合表演、歌唱、身段、杂技、音乐、服
装和华丽妆容等的综合性传统艺术，
戏曲作品为西方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打
开了一个窗口。

巴黎中国戏曲节创办于 2003 年。
迄今为止，京剧、评剧、昆曲、扬剧、婺
剧、汉剧、黄梅戏以及罕见的莆仙戏、
闵剧等30余种中国传统戏曲表演形式
已登上巴黎舞台。

第九届巴黎中国戏曲节以京剧《赵氏孤儿》拉开帷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6日电 （记

者 赵建通 王君宝）目前距离 2026 年
米兰冬奥会开幕还有一年多。在 6 日
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
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介绍说，本赛
季正式进入米兰冬奥会资格争夺阶
段，目前各项目国家集训队有超过600
人在国内外训练比赛。

北京冬奥会之后，我国冬季运动
站在一个新起点、新高度，但也面临着
新形势、新挑战。李静说：“米兰冬奥
会周期，我们始终把‘从严、从难、从实
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也就是常讲
的‘三从一大’原则贯穿到训练备战的
全过程，科学地组织外训外赛，既提高
训练质量，也锻炼队伍的实战能力。”

数据显示，北京冬奥会以来，我国

各冬季项目队伍在世锦赛上共获得 8
枚金牌、16枚奖牌，在世界杯比赛中共
获得 31 枚金牌、101 枚奖牌。“但不可
否认的是，我们与冬季项目强国相比，
差距仍然不小，米兰冬奥会备战形势
依然严峻。”李静说。

关于接下来如何做好备战工作，
李静介绍说，一方面，充分发挥举国体
制的制度优势，全力保障重点项目、着
力打造潜力项目群，注重抓好基础大
项，努力提升一般项目、落后项目的实
力；另一方面，强化国家队思想道德和
作风建设，狠抓科学备战、务实备战，
继续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
神，提高冬季项目为国争光的能力，努
力实现米兰冬奥会运动成绩和精神文
明“双丰收”。

国家体育总局

米兰冬奥会备战形势严峻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九
个节气，标志着冬季的开始。元代文
人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记载：“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
也。”这之后，草木凋零，燕雀噤声，寒
意四起，万物活动趋向休止。

很多人对初冬情有独钟。或者因
为冬蕴含着希望：水冰地冻、万物归

“藏”之时，也是养精蓄锐之时，等待春
暖花开；或者因为冬的“静”，平时那些
被忽略的声音——炉火的噼啪声、寒
风的轻吟，都格外真实……

古人将立冬分为三候：一候水始
冰，二候地始冻，三候雉入大水为蜃。
说的是，立冬时，水面上会凝结一层薄
薄的冰霜，土地也开始冻结，野鸡一类
的大鸟已难得一见。由于野鸡的羽毛
颜色与大蛤的花纹相似，古人认为它
们在立冬后化身成了大蛤。

立冬时节，各地有丰富多彩的传

统习俗。比如，民间有祭祖、饮宴、卜
岁等习俗，以时令佳品向祖灵祭祀，
祈求来年丰年；还有“补冬”，北方有

“立冬补冬，补嘴空”的谚语，人们习
惯在立冬这天吃饺子，因为饺子外形
似耳朵，人们认为吃了它，冬天耳朵
就不受冻。此外，还有酿黄酒、吃生
葱等。

立冬，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
当寒意随风起、木叶半青黄时，人们
不仅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变化，还可
以体会到古人诗词中的那份情感与
哲思。

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立
冬十月节》这样写道：“霜降向人寒，轻
冰渌水漫。蟾将纤影出，雁带几行
残。田种收藏了，衣裘制造看。野鸡
投水日，化蜃不将难。”

这首诗通过霜降、轻冰、蟾影、雁
行等自然元素，展现了立冬时节的气
候变化和物候特征；还提到收藏庄
稼、制作衣裘等立冬时节的活动以及

野鸡化为蜃的传说，体现了古人对自
然现象的观察和想象。

当寒风把秋的深情藏于大地，
看到草木枯萎、老去，宋代诗人紫
金霜曾作过一首小诗，颇具意趣和
深意。

诗曰：“落水荷塘满眼枯，西风渐
作北风呼。黄杨倔强尤一色，白桦优
柔以半疏。门尽冷霜能醒骨，窗临残
照好读书。拟约三九吟梅雪，还借自
家小火炉。”在寒冷的冬日里，诗人通
过读书、吟咏梅花和雪景，以及借用小
火炉取暖，表达了对诗意生活的向往
和对冬日美景的热爱。

立冬时节，没有了莲叶田田的生
机勃勃，但残荷听风也是一种美——
枯败蜕化成清冷的风骨，在初冬水面
的无意雕琢，成了一处风景。人生亦
是如此。在饱经风霜后愈加坚毅温
厚，在无人问津处不改初心，必能绽放
属于自己的光彩。

据新华社上海11月7日电

立冬：岁暮轻寒 万物归藏

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7日电（记
者 孙哲）7 日，“援疆杯”国家青年柔道
队共建组训练营暨中亚柔道训练营在
新疆昌吉开营。

中国柔道队领队闫语介绍，举办此
次训练营目的在于为备战 2028 年洛杉
矶奥运会打好基础，强化后备梯队建
设。训练营共有全国 13 支运动队、300
多名运动员参加，还邀请到吉尔吉斯斯
坦队前来一同训练。

“运动员们一起训练，共同提高，
为国家队后期选材，包括青少年运动
员的发展和提高提供技术数据保障。”
他说。

近年来，新疆柔道发展迅速，逐
渐在国内各项赛事中崭露头角。在
广东省体育局等多方支持下，本次训
练营“落地”新疆。广东省重竞技体
育训练中心副主任郭建立说：“此次
训练营是广东省践行体育援疆的重
要举措。未来，我们将同新疆深化体
育交流合作，支持新疆柔道运动快速
发展。”

11 月 21 日，在训练营结束后，全国
柔道积分赛（新疆站）也将随即开始。

全国柔道训练营
在新疆开营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国记
协、全国三教办7日在京举办“新时代·
好记者”全国巡讲活动首场报告会。
32名“好记者讲好故事”优秀记者和中
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将分成4
路，7日、8日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面向首都高校师生举办报告
会，分享优秀新闻工作者的采访经历
和工作感悟。

中国记协有关负责人介绍，巡
讲团成员的演讲主要聚焦庆祝新中
国成立 75 周年、唱响中国经济光明
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充分
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

的伟大成就，展现新闻工作者心怀
“国之大者”，深入一线、践行“四力”
的精神风貌。组织全国巡讲活动，
旨在树立和维护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崇高声誉和新闻工作者良好形象，
用好记者的好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新闻工作者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作出更大贡献。

据悉，巡讲团成员还将分赴山西、内
蒙古、江苏等13个省区市，为机关干部、
编辑记者、群众代表等作报告，还将走进
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8所大学，为高校
师生作报告，并与高校师生座谈交流。

“新时代·好记者”全国巡讲活动
首场报告会在京举办

第七届进博会国家展精彩纷呈

11月7日，在第七届进博会国家展亚美尼亚馆，展商介绍具有中国元素的展
品。11月5日至10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国家展是进博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邀请有意愿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展示参展方综合形象、优势
领域和优质资源，促进开展贸易、投资等务实合作。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由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 34
届中国新闻奖、第 18 届长江韬奋奖评
选结果 7 日揭晓。来自全国各级各类
媒体的 373 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其
中，特别奖 4 件、一等奖 75 件、二等奖
109件、三等奖 185件。同时揭晓的还
有长江韬奋奖，长江、韬奋系列各 10
位获奖者。

本 次 评 选 中 ，新 华 社 消 息《Xi
Jinping unanimously elected Chinese
president,PRC CMC chairman（习近
平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人民日报评论《增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选举新
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和解放军新

闻传播中心消息《东部战区组织环
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4
件作品得到与会评委高度认同，被
评为特别奖。

多件着眼 2023 年重点工作、重大
典型、重要活动的优秀新闻作品获得
高等级奖项，涌现出央视新闻客户端

《经济随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的深层逻辑》、上观新闻《〈百姓话思
想〉第三季》、河北日报《“不拘一格地
选拔人才”——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
定工作期间推出“人才九条”的实践与
启示》等创新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品力作。

第 18 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 10
位获奖者和韬奋系列10位获奖者坚持

“四向四做”，不断增强“四力”，敬业奉
献，业绩突出，为巩固壮大党的主流思
想舆论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34届中国新闻奖、第18届长江
韬奋奖评选结果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记者
徐鹏航）近年来，医
疗救助工作惠及更
多患者，但仍存在信
息尚未有效协同、共
享不及时等情况，影
响及时高效救助困
难群众。对此，国家
医保局、民政部要求
尚未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的地区，在 2024
年年底前建立覆盖
有关部门的医疗救
助对象信息共享机
制。这是记者从 7日
发布的《国家医保局
办公室、民政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医疗救助对象信息
共享工作的通知》中
了解到的。

通知明确，加强
医疗救助信息共享
管 理 ，各 地 各 级 医
保、民政部门要根据
工作需要提出数据
共享需求，并以签订
协议等形式明确数

据共享清单。
通知还规范了医疗救助待遇享受时

限，明确动态调增或调出医疗救助对象
均从身份调整之日次月起享受或停止医
疗救助待遇。

通知强调，各级医保、民政部门要
严格执行信息保密制度，加强对共享
信息的安全管理，严格控制信息查询
权限，对涉及个人隐私等信息进行加
密处理，防止信息泄露。此外，强化基
础信息监测及核验，做好信息共享工
作衔接，信息共享频次原则上每月不
低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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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11月 7日电（记
者 冯源）“2024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
进国际研讨会”7日在浙江省温州市开
幕。与会嘉宾表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
工作需要世界各国的重视和支持，需要
国际间加强文明交流与互鉴，以便尽快
达成共识，形成新的国际规则。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近 300 位中外
代表与会，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非洲区域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
和 20 多个国家的版权和文化官员，以
及权利人、产业界、学术界代表，就

“关于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地
区、国家、社区政策和立法”“区域、国
家和社区在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民间

文艺、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经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国
际知识产权保护——前进之路”三个
单元的主题展开讨论。

自2021年起，国家版权局分4批选
取4个省级、18个市级和12个县级地区
作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
区，充分发挥当地民间文艺资源的独特
优势，整理民间文艺保护传承现状和需
求，开展民间文艺领域的作品登记、宣
传推广、版权转化和版权保护工作，培
育民间文艺版权园区（基地）、示范单
位，搭建民间文艺国际版权交易平台，
大力发展民间文艺相关版权产业，进一
步激活了民间文艺版权价值。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
需要世界各国重视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