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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后奥运时期，如何持续促进冰雪
产业发展？12 月 12 日，在 2023 中国（河
北）国际冰雪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暨主旨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后奥运经济、奥运场
馆利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发展等支招，
让“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又一个冰雪季来临，各大滑雪场陆续
开板迎客，冰雪运动热度不断攀升。火热
的冰雪运动给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带来了巨
大市场空间。

“充分利用后奥运时期提供的机遇，继
续将冰雪资源优势转化为冰雪装备器材产
业发展的基础。”中国冰雪产业联盟副秘书
长郭勇认为，当前我国冰雪装备器材产业
发展迎来政策“窗口期”、区域优势“竞争
期”、产业园区“布局期”和市场占有率“提升
期”。但由于产业处于发展初期，企业规模
普遍偏小，研发能力不强，仍需在后奥运时
期加强自主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
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快速发展。

郭勇举例说，河北、黑龙江、吉林等地
制定了中长期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发展行
动计划，特别是河北已经建立了 5 个装备
器材相关的园区和基地，并积极支持引进
高质量的冰雪企业和冰雪装备项目。同
时，河北已经拥有几十家规模以上冰雪装
备器材制造企业，产品涵盖造雪机、压雪
机、魔毯、索道、滑雪板、冰雪运动服饰等，
在张家口、廊坊等地形成初具规模的产业
聚集区。

河北如何加快冰雪装备器材产业高质
量发展？在郭勇看来，建立河北冰雪产业
高质量发展体系的重点是做好政策保障、
税收优惠、金融资本的引导和支持，加大冰
雪装备器材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开发大众
冰雪装备器材，制定高质量的国家和地方
标准，实施精品示范应用工程，完善产业支
撑体系以及加强企业品牌培育。

“文体旅融合对于后奥运经济非常重
要，通过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等

多种方式，做强后奥运经济。”北京大学国
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认为，
文体旅融合发展要符合美好生活体验升级
需求的规律、“资源、产品、产业”三阶段发
展的规律、消费升级的内在规律以及流量
经济规律。

推动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后奥
运经济新的增长点。何文义建议，河北应
重点抓住赛事这个体育核心，积极争取有
影响力的冰雪体育赛事，加快推进奥运场
馆赛后利用。加强对奥运场馆、冰雪运动
场地及设施的统筹规划与使用，持续促进
冰雪运动项目的普及，带动体育和冰雪产
业发展。此外，还可依托丰富的冰雪资源
和一系列冬奥遗产，举办各种国际冰雪文
化活动，不断放大冬奥效应，鼓励“体育+
会展”“体育+旅游”“体育+文化”等产业融
合发展，加快构建冰雪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让后奥运经济“火”起来。

“在大交通、大文化、大旅游、大健康、

数智化的背景下，‘体医文旅’产业得到快
速发展。”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体育健
康产业空间研究中心主任张铭琦在主旨演
讲中提到，国际知名滑雪旅游度假胜地皆
是基于便捷交通、适宜气候、特色自然与人
文资源等基本条件，围绕滑雪户外设施与
山地康养小镇，定期不间断地举办体育赛
事、会议论坛、文艺演出等大型活动。

“张家口崇礼正在向着建设世界级冰
雪旅游度假胜地迈进。”张铭琦建议，张家
口崇礼应首先抓住冬奥红利和京津冀协同
发展机遇，积极融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实现全域联动，打破区域间壁垒，整合资
源，筹建国家体育休闲综合示范区，区域间
实现合作共赢。引进“冰雪+”产业，强化
体育赛事引领，谋划冬夏重点项目，实现四
季运营，让“冷资源”带动“热经济”，从“一
季热”到“全年红”。运用“科技冬奥”成果，
积极推进数字技术等落地转化，打造四季

“体医文旅”新体验。

“妈妈再见！”
11月 21日早 8时，张琰准时把两岁的

儿子森森送到幼儿园托班。森森冲妈妈挥
挥手，开心地一路小跑冲向老师管文艳。

“早晨上班把宝宝送到公司楼下的幼儿
园，下班顺路接回家，中午休息时还能抽空
来看看，特别省心，费用也划算。”张琰说。

30 岁的张琰是邢台市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森森上的幼儿园是
信产集团创办的，叫邢台市襄都区物资流
通总会幼儿园。如今，幼儿园可提供60个
托位，已招收了20个宝宝。

“我跟老公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森
森两岁前公公婆婆帮着带，不过娃一天天
长大，老人也挺吃力，我们就考虑找家托育
机构试试看。”张琰告诉记者。

操场上，滑梯、跷跷板等游乐设施一应
俱全；敞亮的活动大厅，装饰得像家里一样
温馨；内部员工可以享受保育费五折优惠，
每个月各类费用加一起一千多块钱……一
番探访后，今年9月，张琰把森森送进了单
位办的幼儿园。

“单位年轻人多，孩子没人带是不少职
工的困扰。”幼儿园园长张媛说，为满足托
管需求，幼儿园创立后就开设了托班，主要
是帮职工带孩子。

2019年，国家卫健委出台相关政策，从
场地设施、人员规模等方面对托育机构提
出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要求。

张媛开始对幼儿园进行提档升级：独
立保健室不少于 6 平方米；楼梯加装幼儿
扶手，收窄栏杆间距；水池高度不超过 55
厘米……

除了硬件设施改造，为提高托育服务
人员素质，2021年，邢台市卫健委成立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指导全市
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的开展，襄都区也成
立县级指导中心，为托育机构负责人和保
育人员提供辅导培训。

此外，幼儿园还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开
发了多元生活、科学探索、社交达人、绘本
阅读等课程。

“宝宝们，你们知道小鹿怎么走路吗？”
11月21日上午10时，教室里正在进行一堂活动课。管文艳话音一

落，森森学着其他小朋友的样子，俯下身，伸长脖子，左右晃动着小脑袋。
教室里，笑声一片。
午饭后，张琰照例拿出手机，点开老师发来的图片：森森乖乖坐在

餐桌旁，吃着香菇肉丁面。
“孩子变化太大了！”张琰告诉记者，以前在家都得追着喂、求着吃，

现在小家伙已经能自己吃饭了。
另一位幼儿家长石红也很有感触，“我家晨晨两岁了还不会说成句

的话，性格敏感胆小，入园两个多月，孩子语言能力进步很快，性格也开
朗了，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单位办托班，职工上班带娃‘两不误’。然而，受限于观念、资金、
场地等方面的问题，我省这样的机构还不多。”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刘晓静呼吁，政府可从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通过政策
引导，鼓励用人单位开展普惠性托育服务。

邢台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以福利性托育为突
破口，先在卫健系统通过“购买服务+医育结合示范托班”模式，为卫健
系统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同时，联合市总工会，利用试点积极探索用人
单位福利性托育服务模式，发挥好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前不久，我们幼儿园被市总工会评为爱心托育机构。”张媛说，现
在已经有不少家长来咨询和预订托位，明年春季还能再招两个班。

进入后奥运时期，如何持续促进冰雪产业发展？专家支招——

打造冰雪产业增长点，让“冷资源”热起来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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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菜味道好，真是为老百姓着想……我90（岁）啦，这里
就餐还不要钱呢……”12月8日，90岁高龄的社区老人张支尔在雄
安新区容西龙泉社区食堂享用可口午餐。12月6日，容西片区首
家社区食堂——龙泉社区食堂正式运营。

河北日报见习记者 刘光昱摄

晴朗的冬日，阳光在湖面洒下一片金
黄，成群结队的大雁从湛蓝的天空飞过，
绿头鸭、斑嘴鸭时而浮出水面，时而沉入
水底，水面不时荡开阵阵涟漪……

冬日的衡水湖，因为这些“老朋友”的
千里赴约，变得热闹极了。12 月 7 日，记
者与衡水滨湖新区资源保护局湿地生态
监测科科长张余广一起去观鸟。

“在我的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鸟类的保护和监测。”为了更好地记
录各种鸟类，张余广根据保护区地势、水
域以及鸟类分布情况，设置了 40 个观测
样点，每周都定期背着相机和望远镜巡湖
观测。

来到一处隐蔽的芦苇丛中，张余广停
了下来。

“为什么选这里？”“观测点既要视野
开阔，又不能打扰到鸟儿。”说话间，张余
广拿出长焦相机，打开支架，调好角度，将
镜头对准远处湖面上的一片“黑点”。“绿
翅鸭、灰雁，还有花脸鸭……”随着镜头转
动，张余广在笔记本上记录下鸟的名称，
并注明观测时间和点位。

“你来看看，这是一群花脸鸭正在觅
食，估计得有上千只。”张余广小声地说。
记者凑近相机屏幕，只见一只只姿态优美
的小鸭子，有的浮水而游，有的埋头水中，
有的相互嬉戏。

“嘿，岸边还有两只白色的大鸟，嘴巴
又细又长，尾巴的羽毛却是黑色的。”突然
间，张余广有了新发现。

“东方白鹳！这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今天的运气真不错。”仔细辨认后，张
余广显得很兴奋。

衡水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
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和补给站。自10
月中旬开始，候鸟来了一批又一批。“这个
时候，是观测鸟类的最佳时期。”张余广
说，初步估算，目前已经有 6 万余只候鸟
飞临衡水湖。

这一天，张余广准备去 5 个观测样
点。一路上，不时有鸟儿从波光粼粼的
湖面掠过，也有不少鸟儿在湖水中悠闲
地游动。“这是罗纹鸭，那是灰雁，还有豆
雁。快看，小天鹅！”张余广如数家珍地
介绍。

鸟儿对栖息地生态环境要求极高，
是自然界中的“环境测评师”。“水体质量
要好，周边环境要静，还要有充足的食
物，差一点鸟都不会来。”张余广说，为了
给鸟类营造舒适的环境，他们可没少花
心思。

“这几年，我们通过更加科学的生态
补水方式，保证了水体质量稳定，还通过
生态清淤、沉水植物种植、生态浮岛建
设、水生植物平衡收割、围湖绿化等，让
湿地生态更加健康可持续。”随行的衡水
滨湖新区资源保护局副局长王博说，如
今，水草多了，鱼虾多了，衡水湖成了鸟

儿的粮仓。
“湖区周边的群众爱鸟护鸟意识是不

是更强了？”记者问。
“最近，4000多只灰鹤赶到衡水湖过

冬，为了给它们提供更好的栖息环境，我
们开始对灰鹤的生活习性进行研究。”几
天的蹲守，张余广和同事被当地群众误认
为是来打鸟的，“老乡们不光主动上前驱
赶我们，还向公安举报了两次。”张余广笑
着说，虽然有些尴尬，却实实在在感受到
了人们对鸟儿的关爱。

正因有了这样的爱护，目前衡水湖
鸟类种数增加到了 333 种，在衡水湖越
冬的候鸟数量也连创新高，这片 75 平
方公里的碧水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
天堂”。

不知不觉中，已至傍晚。斜阳渐渐落
下，铺满霞光的湖面变成了多彩的舞台。

“每天这个时候，是鸟儿们的集体活动时

间。”张余广神秘地对记者说，“走，带你去
看万鸟齐舞。”

此时，衡水湖中湖大道上，已经有
不少摄影师架起了“长枪短炮”。“快看，
鸟 儿 们 开 始 跳 舞 了 。”一 位 摄 影 师 高
喊。循声望去，湖面上，成千上万只鸟
儿在余晖中飞舞，犹如浪花涌动，令人
目不暇接。

“太壮观了！太美了！”等候已久的
摄影师闫宏利连按快门，定格下一个个
精彩瞬间。“万鸟翔集，尽展舞姿，这是它
们送给衡水湖最美好的礼物，还有什么
理 由 不 保 护 好 它 们 呢 ？”闫 宏 利 感 慨
地说。

到冬日的衡水湖来看万鸟齐舞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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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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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余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