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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期，冰雪运动和旅游休闲消费持续升温，演绎
着“冰与火之歌”。

各地推动滑雪、娱雪与文旅活动、体育赛事等多元融
合，延伸冰雪运动产业链条，“冰雪热”正从“一季热”向

“四季热”发展。

“反季玩雪”成避暑新亮点，南方人更青睐

今年暑期，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华润上海万象城冰场十分热
闹。这里平均每天接待超340人次，较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消费
者中，有约80%是前来训练滑冰、冰球等项目的青少年学员，除了
上海本地居民外，还有来自浙江、江苏等地的游客。

驱车约10公里前来的市民汪鑫介绍，几年前一家人去长白山
旅游后就“种草”了冰雪运动，如今6岁的女儿在夏季每个周末都
来训练滑冰。

这个暑期，“反季玩雪”成为不少人休闲娱乐的新选择。在湖
北武汉，不久前正式开业的湖北文旅·武汉冰雪中心已累计接待游
客超2万人次，飘雪广场、极光穹顶等室内景观成为“打卡”点；WS
热雪奇迹单日接待量一度突破4000人次，极速雪圈、冰滑梯等项
目吸引年轻人结伴体验。

在我国北方，西安热雪奇迹室内滑雪场进入暑期后热度攀升，
今年7月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其中21岁至35岁的客群占比
超过50%。来自山东的大学生任佳伟告诉记者，今年暑假他专程
策划了4天的西安滑雪之旅。“现在室内滑雪场越来越完善，一年
四季想滑就滑。”任佳伟说。

携程平台上，今年 7 月滑雪相关产品搜索量环比 6 月增长
89%，其中室内滑雪订单量上涨70%。去哪儿数据显示，7月以来室
内滑雪、滑冰、冰球等冰雪运动类旅游产品预订量环比6月增长四
成以上。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肖鹏说，北京冬奥会后，不仅北方
冰雪经济持续发展，南方也逐渐进入规模发展阶段，特别是上海、
广东、浙江等南方地区居民，更青睐暑期“反季”冰雪活动，形成避
暑新亮点。

设施扩容产品更丰富，“接住”消费新需求

近年来，从观赛到亲身体验，从观光到专业运动，我国冰雪爱
好者群体不断壮大。各地冰雪设施持续扩容，“接住了”并“创造
着”人们持续增长的需求。

“一方面，暑期高温天气频发，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人们的避暑
需求，使得民众对冰雪运动的兴趣度和参与度提高。另一方面，冰

雪项目的产品供给越来越丰富，满足了冰雪爱好者的多元需求。”
肖鹏说。

在西安热雪奇迹记者看到，初级、中级等专业雪道上，滑雪爱
好者们脚踩雪板飞驰。一旁占地约4000平米的雪上乐园里，小朋
友、年轻人欢乐玩雪，尽享清凉体验。

西安热雪奇迹项目总经理李雅娟说：“如今冰雪运动对很多年
轻人而言既是体育项目，也兼具社交属性。作为雪场，我们也考虑
兼顾滑雪运动与冰雪娱乐，在今年4月改造了雪上乐园，希望让初
次尝试冰雪项目的游客也能享受冰雪乐趣。”

不断扩容的冰雪设施，为冰雪消费增长夯实了基础。如今，武
汉市内的冰场、雪场接近20家，常年参加花滑和冰球训练人数持
续增长。上海已拥有约10块固定冰场及数十家室内模拟滑雪场，
每年参加各类冰雪活动的人数超过380万人次。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卫红分析，
各地新增的室内滑雪场、商场内的滑雪模拟机等设施，让冰雪“发
烧友”一年四季都可以体验冰雪运动和嬉雪活动，同时也为传统雪
季“锁定”了更多黏性用户。

与商旅文体展融合，推动“冰雪+”全链条发展

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让“冷经济”持续释放“热效应”，应加快
冰雪与商旅文体展等多个领域深度融合，推动“冰雪+”产业全链条
发展。

记者走访多个雪场了解到，多元融合的发展方向成为不少从
业者的共识。一些雪场将打造以冰雪运动为核心、融合多种娱乐
方式的综合体列为下一步计划。

“一站式体验多元业态的消费方式深得年轻消费者青睐。”湖
北文旅冰雪管理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易兰静说，武汉冰雪中心计划
引入冰雪演艺秀、冰雪集市、冰雪运动会等活动，并推出“滑雪夜
校”“下班滑雪营”，为周边居民及上班族提供服务。

推动冰雪运动普及，进一步激发大众冰雪消费潜力。上海市
冰雪运动协会秘书长沈华介绍，今年上海将举办多项冰雪运动赛
事，吸引更广大市民群体尤其是年轻人关注和爱上冰雪运动。

同时，记者注意到，如今适应冰雪消费需求的各类服务也日益
丰富，为冰雪运动爱好者定期组织活动，提供专业设备、教练预约
等服务。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建议，为“冰雪+”融合业态发展提供
支撑，应培育一批有创新力的冰雪旅游装备与装具生产商、有文化
创造力的冰雪旅游度假区和主题公园运营商、有实力的冰雪文化
投资机构和冰雪赛事运营商以及专业生活服务商，为消费者提供

“一站式”“生活化”的服务。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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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调研发现，医美消费下沉趋势明显，不少基层群众
在接触医美项目时，遭遇了“黑医美”的花式套路。

近年来“黑医美”导致的伤残事故、死亡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2023年，成都一美容院非法行医致人失明；某地一女子经服装店店主
注射玻尿酸填充额头，落下终身残疾；2021年，一名19岁女孩整容
时心脏骤停，被告人无行医资格……“黑医美”乱象丛生，让“美”
蒙尘。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打击整治下，“黑医美”在不少城市的生存空
间大大缩小，于是一些“黑医美”躲进乡村背街僻巷，继续招摇撞
骗，危害健康。

“黑医美”十分狡猾，有的在农贸市场“游击走穴”，打一枪换一
个地方；有的打着美甲店、美容院的旗号，做着医疗美容的业务；还
有的干脆在居民楼里开起“家庭作坊”……流动性大、隐蔽性强，无
疑给监管和打击增加了难度。

乡村地区的消费者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更容易被“黑医美”虚假
宣传所迷惑，接受不合格的医美服务，如进行不规范的注射美容等，
可能引发感染、毁容，甚至危及生命。

“黑医美”向县乡下沉的苗头不容忽视。“黑医美”躲到哪里，监
管就应跟到哪里，对“黑医美”形成有效震慑和打击。

在围堵“黑医美”的同时，也要设法满足基层群众对“美”的追
求。一方面，要增加正规医美服务供给，如组织医美专家、医生下到
农村地区，为居民提供合规的服务等，压缩“黑医美”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知识和医美常识普及，提高县乡消费者的辨别
能力，让他们能远离“黑医美”。

面对“黑医美”，有一点很明确：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任何
侵害消费者权益、损害公众健康的行为，都必须让其付出代价。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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