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春 节 热 ”点 亮 全 球“ 中 国 红 ”

　　“冰城”，一个美丽又动听的名字，
赋予了中国最北省会城市哈尔滨独一
无二的浪漫。
　　巧夺天工的冰雪景观，趣味十足
的 冰 雪 项 目 ，挑 战 极 限 的 冰 雪 运
动……每年冰雪季，“冰城”以独特的
魅力吸引着各地游客。中国·哈尔滨
国际冰雪节，与日本札幌雪节、加拿
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和挪威奥斯陆
滑雪节齐名，被誉为世界四大冬令盛
典之一。
　　如今，距 1963 年第一届冰灯游
园会，已经过去整整 60 年。对“冰城”
人来说，从自己制作的小小冰灯，到走
向世界舞台的冰雪大世界，“冰城”在
摸索中不断创新。
　　作为中国冰雪文化的摇篮，这座

“冰雪王国”始终熠熠生辉，这里的“冰
雪奇缘”永不落幕。

放眼当下，尽享速度与激情

　　下午四点，大地渐渐被夜色笼罩，
而属于这座城市的喧嚣和欢乐才刚刚
拉开帷幕。
　　日光下晶莹如玉，月光下万紫千
红……第 24 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
区里，流光溢彩的冰雕宛如童话王国，
500 米超长滑梯前游人排着长队，耳
边的呼喊、尖叫、欢笑融在一起，一浪
高过一浪。
　　“我特别激动，这是我第一次带孩
子来哈尔滨，要好好感受一下东北的
文化、冰雪的世界。”来自河南的游客
李莉杰说。
　　冰雪大世界，是哈尔滨一张亮眼
的“名片”。今年的冰雪大世界总占地
面积约 81 万平方米，用 15 万立方米
的冰和雪建成了上百个冰雪景观。新
晋“网红”大雪花摩天轮优雅静谧，缓
缓转动，给冰雪大世界增添了浪漫
气息。
　　“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
往……”除了“冰的盛宴”，这里还是

“雪的王国”。第 35 届中国·哈尔滨太
阳岛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向游客张开
怀抱。
　　长约百米的主雕大气磅礴，以敦
煌飞天为原型，结合中国航天元素，表
达着人们奔向未来的美好憧憬。不远
处，“小兔子和鼹鼠争萝卜”则妙趣横
生，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的目光。一座座
洁白精致的雪雕折射着耀眼的阳光。
　　 60 年光阴荏苒。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太阳岛雪博会、冰灯艺术游园
会、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已经成为
核心冰雪景区“老字号”。松花江冰雪
嘉年华、融创乐园雪世界、群力外滩雪
人码头等“新字号”接连亮相，为赏冰
乐雪增添更多欢乐和创意。
　　街头巷尾、广场商圈，随处可见大
大小小的冰雪景观；城市绿地、街心公
园，不少父母拖着雪圈，任由孩子红着
小脸，从雪坡高处一遍遍滑下；宽阔的
江面不仅是赏冰的好去处，也被冬泳
爱好者青睐；极地公园的“逃学企鹅”
挥舞着双臂，向游客招手；雪中的伏尔
加庄园风情依旧……

　　“冬日的‘冰城’与冰雪交相辉映，
散发着独特魅力。”哈尔滨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局长王洪新说，作为中国冰
雪旅游的肇兴地，哈尔滨深入贯彻落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倾力打造“冰
雪文化之都”，推动冰雪旅游、文化、时
尚、体育、经贸有机融合，构建起全域
冰雪产业新格局。
　　哈尔滨成为众多游客冬季旅游的
首选目的地。在中国旅游研究院不久
前发布的“2023 年冰雪旅游城市十
二佳”中，哈尔滨位居榜首。根据旅游
平台相关数据，去年 11 月下旬，哈尔
滨市酒店平均预订价格较上半月上涨
30%；12 月首周，以哈尔滨为目的地
的机票预订量达到上月同期的 1.5
倍；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新十条”政
策发布首日，哈尔滨酒店预订量单日
涨幅超过 40%。
　　“在出发前，我就做好了攻略，在
网上提前订好了特色民宿，这几天不
但要打卡各个景点，还要尝遍东北美
食。”来自厦门的游客朱彬彬说，一定
要漫步在有百年历史的中央大街上，
吃一根马迭尔冰棍，再到索菲亚大教
堂前看看白鸽。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说，近年
来，哈尔滨形成了多点聚集、网状分
布的冰雪旅游项目及产品体系，创
造了一批更有现代气息的旅游空间
和消费场景，推动了冰雪旅游高质
量发展。
　　阳光明媚、碧空如洗，山坡上白雪
皑皑。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一个
个滑雪爱好者从半山腰“唰”地滑下，
身后扬起雪沫，又酷又飒。滑雪“发烧
友”孙文辉一年中有半年住在这里，在
他的滑雪俱乐部里，有的孩子穿着“尿
不湿”就来滑雪，年龄最大的“发烧友”
已经 75 岁。
　　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越来越
高，冰雪场地建设水平日益增长。近年
来，全市建设 10 个气膜冰上运动中
心，升级改造市冰球馆，新建市冰上运
动健身中心，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共冰
雪场地设施已达 76 个。
　　寒风凛冽抵挡不住人们的热情。
在哈尔滨市香坊冰上运动中心，不少
孩子正在学习冰球，你追我赶。这里每
周会有 21 个小时的公益冰时，采用
线上预约的形式免费对市民开放，每
天 30 个名额爆满。
　　“冰雪运动属于真正不畏寒冷、拥
抱挑战的人们，点燃了越来越多人对
生命的热爱。”哈尔滨市体育局局长赵
竹帛说。
　　“冰城”，正在冰雪里尽享速度与
激情。

回首过去，呵护匠心与传承

　　冰灯，“冰城”的象征。
　　旧时，东北地区居民有在冬天制
作“冰灯笼”的习俗。把水桶装满水放
在室外，趁着冰尚未完全冻结实，取出
冰壳，倒出冰壳中间的水，再将点燃的

蜡烛放进去，一个“冰灯笼”便制作
完成。
　　从家家户户的小冰灯发展到颇具
规模的游园会，这要从 1963 年元宵
节前夕说起。正月十四晚，哈尔滨首届
冰灯游园会在兆麟公园举办。游园会
一经亮相，引发全城轰动。6 天时间
里，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占全市人口
的十分之一。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有组
织的冰灯游园活动，开创了新中国冰
雪文化的先河。
　　直到 1985 年，哈尔滨正式确立
以冰雪为主题的节日——— 第一届哈尔
滨冰雪节开办。冰雕表演、冰雪运动
会、冰雪摄影比赛等 20 余项活动轮
番上演。一个月的时间里，前来观赏的
国内外游客达到 200 多万人次，旅游
外汇收入同比猛增 84.5%。
　　“冰灯，是一个永不重复的童话。”
那些年，曾在哈尔滨市冰灯办公室工
作的朱晓东，是冰雪景观的缔造者
之一。
　　主导冰灯设计，绘制冰灯简图，参
与冰建团队管理，有时方案要改几十

遍，有时施工尺寸与设计图纸总有差
异……在日复一日的倾心打磨中，冰
雪艺术成为他的挚爱。
　　千禧年的跨年夜，是又一个写进

“冰城”历史的节点。
　　伴着零点的钟声，第一届“哈尔滨
松花江冰雪大世界”正式开园。这座为
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而营建的冰雪游乐
场，坐落在松花江江心沙滩，也成为中
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起点。
　　每年大雪节气前后，冰冻的松花
江面被电锯裁出平直的冰线，机械轰
鸣，冰屑飞扬。冰雪工匠们将这些玲珑
剔透的冰块，建造成一座座美妙绝伦
的冰雪奇观。
　　 2023 年 1 月 5 日，第 24 届中
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盛大启幕。华灯
初上，冰雪烂漫，数以万计游客的笑脸
背后，是辛勤劳作着的冰雪匠人，怀揣
坚韧，锐意创新，赓续着冰城一个甲子
的冰雪情怀。
　　“冰雪是一项值得一生热爱的事
业。”冰雕师胡松承制了冰雪大世界园
区内冬奥冠军墙、冰雪情缘等重磅冰

雪雕塑景观，每当听到游客赞叹，他都
当成是对自己最好的奖赏。
　　胡松说，随着大学生冰雕比赛、
艺术沙龙、冰雪特色教学课程等不断
举办，越来越多青年人加入冰雪艺术
实 践 中 ，将 工 匠 们 的 坚 守 一 代 代
传承。
　　如果说冰雕是“冰城”的代名词，
那么冰雪运动员则是“冰城”的“活名
片”。
　　花样滑冰被誉为“冰上芭蕾”，是
一项集美感与技巧于一身的冰上项
目。据统计，中国花样滑冰队在冬奥会
上共获得 9 枚冬奥会奖牌，包括 2
金、3 银、4 铜。其中来自哈尔滨的运
动员获得了 2 金、3 银、2 铜。
　　姚滨、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
韩聪、隋文静……这些耳熟能详的教
练员、运动员都来自哈尔滨花样滑冰
队，哈尔滨也有着“花滑之城”的美誉。
　　在平昌冬奥会，隋文静/韩聪以
0.43 分的差距排名第二，获得亚军。
四年后的北京冬奥会上，“葱桶组合”
终于圆梦，捧回金牌。
　　不仅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球、
冰壶、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越野滑
雪、高山滑雪……各大冰雪竞技项目
都有来自哈尔滨的杰出运动员。一枚
枚沉甸甸的奖牌，一个个创造历史的
冰雪名将，代代相传的体育传统，不断
扩大的群众运动基础，为这座城市赢
得了“奥运冠军之城”的桂冠。
　　“冰城”，传承着初心，缔造着
荣耀。

面向未来，汇聚创新与发展

　　冰雪是“冰城”的底色，创新则为
“冰雪王国”增添耀眼的光彩。
　　作为世界最大的冰雪主题公园，
每届冰雪大世界占据“C 位”的当属
主塔。不同于以往西式城堡、中式城
楼，今年的主塔“冰雪之冠”高 41 米，
相当于 15 层楼，用冰量 11000 立
方米。
　　“主塔是每年重磅之作，我们倾注
很多心思，今年主塔的设计及施工难
度均超过往届。”第 24 届冰雪大世界
设计师崔师尧介绍，24 根冰柱向上集
聚而成，从高空俯瞰如同哈尔滨市市
花“丁香花”，花瓣簇拥组成王冠形状。
主塔平台则以八分音符为设计元素，
代表着哈尔滨是亚洲唯一获得联合国
授予“音乐之都”的城市。
　　复合冰材料让冰雪结构不断延
展，LED 点光源晕染出绚丽“冰花”，
创意造型赋予冰雪建筑现代审美……
一系列新材料、新技术、新理念，给雕
工带来不一样的挑战。
　　冰建师、雪雕匠人、电工、特种
设备操作工、安全员，这样一支千余
人团队在几十米的高空，冒着零下
20 摄氏度的低温，一刀一铲手工
打磨。
　　“色彩搭配与光影变换，是冰灯最
吸引人的一点。”崔师尧说，60 年来，
从蜡烛、灯泡，到 LED 灯、点光源……

“科技芯”不仅提升着冰灯的“颜值”，

也传承了中国灯文化的气质。
　　“年年岁岁冰相似，岁岁年年景
不同。我们每年都力求景观创新，融
入科技、文化、声光电舞等丰富元
素，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新体验。”
哈尔滨太阳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岩松说。
　　“冰雪+科技”，让哈尔滨在冬
奥会上留下美名。
　　 2022 年冬奥会期间，国家游
泳中心“水立方”变身“冰立方”，
在泳池上搭建可拆装的冰壶赛
道，实现了复合型“双奥场馆”。哈
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张文元是这一“壮举”的参与者和
见证者。
　　从 2015 年起，经过 6 年多的
科研攻关与现场测试，张文元团队
创造性地提出了赛场转换的结构方
案和评价体系。丁勇团队则设计了
结构安全健康监测系统，可以实时
观测冰面结构的加速度、位移、倾角
等详细情况。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最后
一棒火炬留在火炬台“大雪花”中
心，惊艳世人。“主火炬的‘高颜值’
需要过硬的技术支撑。”哈尔滨工业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苏彦
庆说，从 2020 年开始，团队发挥多
年来在新材料、精密成形技术、3D
打印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成功制备
出符合条件的氢火炬及其燃烧
系统。
　　随着“冰雪热”持续升温，冰雪
科技蓬勃发展，冰雪装备制造也迎
来历史良机。
　　哈尔滨乾卯雪龙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采用先进航天复合材料和多项
先进航空设计技术，为专业竞技级
滑雪比赛设计新型滑雪板。
　　“我们不断在科技感、舒适度、
安全性上加大研发力度，努力为运
动员助力。”公司总经理李向东说，
新技术为冰雪插上腾飞的翅膀。
　　瞄准“冰雪+”，哈尔滨正在不
断面向未来发力。
　　建设冰雪装备专业化产业
园，推动冰雪装备企业改造升级，
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补贴、贷
款等支持……眼下，哈尔滨市推
出一系列举措，努力将冰雪产业
做大做强。
　　为进一步化冰雪资源优势为产
业竞争优势，哈尔滨积极拓展冰雪
产业链条，形成了以冰雪旅游为主
导，集冰雪渔钓、冰雪装备、冰雪体
育、冰雪经贸等多样化业态为一体
的集聚形态。
　　“立足优越的自然资源、良好
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多投资者将目
光投向这里，让冰雪成为激发城市
创新发展的又一强劲动力。”黑龙
江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院长张贵
海说。
　　冰雪一甲子，蝶变六十年。在美
丽的松花江畔，“冰雪之冠”正在乘
势而上，奏响拥抱春天的交响。
（本报记者杨思琪、魏弘毅、戴锦镕）

哈尔滨：跨越一个甲子的“冰雪热爱”

  ▲近日，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游玩。1 月 5 日，第 39 届中国·
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开幕式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行。本届哈尔滨国际
冰雪节以“冰雪六十年，共赴新征程”为主题。  新华社记者谢剑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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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 春节前夕，联合
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参谋长布鲁诺·
赫鲁伊准将来到位于黎巴嫩南部辛尼
亚村的中国营区，向中国维和官兵拜
早年，一道写春联、剪窗花、包饺子。在
马里，各国维和人员与中国维和医疗
分队官兵相聚在中国营区，共同为安
宁祈福、为和平守岁。
　　———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我第
一次在国外维和任务区过春节，我们
邀请外国友军一起写春联、送福字，共
度春节。”中国第十批赴马里维和医疗
分队护士长张旋说。中国第 21 批赴
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战士何美
绮说：“走出国门，我们肩负的任务不
仅仅是维护世界和平，还要作为一个
向外展示的窗口，让更多人了解中
国。”

机遇年·东风送暖意

　　“春节时刻”带给世界喜庆，也在
隆冬时节为低迷的全球经济送来阵阵
暖意。
　　一列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班列、中欧班列、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
车等化身“年货班列”，跨越高山大海，
为海外消费者送去诚意满满的“中国
年货”，也让品类繁多的“洋年货”走进
一个个中国家庭。德国德累斯顿大学
国际铁路运输研究员单靖在生活中感

受到中欧班列的实惠便捷，他在春节
前下单的中国美食年货通过中欧班列
准点送达。
　　随着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
政策，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潜能将进
一步彰显和释放。国际机构、工商
企业界人士等纷纷期待，中国“春
节经济”的东风将送来新的机遇和
繁荣。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
格·艾伦表达了信心，认为春节期间
中国经济将呈现爆发式增长。他表
示，包括能源、制造业、化工等不同行
业的成百上千家美国企业都热切期
盼进一步拓展在华业务。德国之声电
台网站文章说，德国经理人纷纷返回
中国，很显然，德国企业不想错过外
界所期待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复苏。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高盛公司
和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分析师
都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报道
还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
基耶娃的话说，中国的复苏能力极有
可能成为“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
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感受到了机遇带来的暖意。
一沓厚厚的登机牌记录着以色列企业

家娅埃尔·埃纳夫 30 多年来同中国
的缘分，也承载着她对中国发展的期
待。今年，埃纳夫将继续为以色列高科
技企业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和商机。
新春之际，埃纳夫表示，“中国能经受
住一次次考验，往往很快走出逆境，这
种韧性将一以贯之”。
　　这个春节，万里之遥的尼日利亚
港口城市拉各斯传来好消息。由中国
企业承建的莱基深水港将于 1 月底
正式开港运营，又一抹新的亮色呈现
在非洲大陆。
　　尼日利亚官员相信，莱基港将
使拉各斯成为中西非地区的海运物
流中心，并在未来几年为尼日利亚
创造近 20 万个直接和间接工作岗
位，有效释放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潜
力。作为中国、法国和尼日利亚三方
合作的商业项目，莱基港对未来在
非洲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具
有重要意义。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新春之际，国际社会共同期
待这条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更加繁
荣，惠及人类的“幸福路”更加宽广，让
沿线人民的生活更加红红火火。
　　今天的中国，是充满生机活力的
中国，也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中国

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依然不变。展望新的一年，
人们相信中国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创造
机遇，与世界共享机遇，让发展的红利
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合作年·携手向未来

　　“在我们即将步入兔年之际，我很
高兴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兔象征着
活力和机敏。这是人类面临艰难和考
验时所需要的品质。”18 日，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在视频中向全球华人发
出春节问候。
　　古特雷斯已连续多年送上中国农
历新年祝福，每次拜年视频中都精心
呈现中国元素。今年，视频背景中不仅
写有“玉兔迎春”和“癸卯年”的汉字，
还绘上中国设计创作的“月兔”图———
祥云环绕的金色月亮上，玉兔欢跃，清
雅祥和又充满活力。
　　在古特雷斯的祝福视频中，他还
对中国与联合国保持强有力伙伴关系
以及中国对国际合作的支持表示感
谢，并期待“通过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我们能够促进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创
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吉兔呈祥，生意盎然。新春之际，

各国人士通过拜年道贺，表达同中国
深化友好、加强合作的真挚愿望，希望
新一年收获更多互利共赢。
　　——— 在莫斯科，中国驻俄罗斯大
使馆春节前夕举行俄友人春节招待
会，使馆内张灯结彩，宾朋满座。俄国
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中友协主席梅
利尼科夫在招待会上说，俄中关系经
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在高水平
上继续推进，不仅塑造了大国相交的
典范，也为乱变交织的世界注入稳
定性。
　　——— 在纽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格日前在一场农历兔年颁奖晚宴上发
表视频讲话说，美中元首在巴厘岛举
行会晤，并表示有意扭转双边关系令
人担忧的趋势，让人充满希望和期待。
他表示，欢迎美中双方促进多领域对
话的决定，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
坚实步伐。
　　——— 在巴黎，红色的中国结、“福”
字和春联装饰着法国参议院宴会厅，
参议员蒂埃里·梅尼昂在新春晚宴上
祝愿“法中两国关系在新的一年里取
得更大的成功”。
　　——— 在亚的斯亚贝巴，联合国
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幕僚长斯
薇塔·萨克塞纳表示，“愿同中国一

道在新的十年中加强中非人文交
流、增进团结和信任，更好造福中
非人民”。
　　——— 在迪拜，世博城首席参与
官马纳勒·巴亚特加入“欢乐春节”
大巡游行列。他说，“像这样的大巡
游活动是我们庆祝与中国人民深厚
友谊和深化双方合作的绝好机会”

“很高兴看到不同年龄和国籍的人
们在这里与我们一起庆祝象征着平
静、希望和繁荣的兔年”。
　　……
　　“春节时刻”，世界再次感受到
中方的开放姿态、合作诚意和包容
胸怀，期待与中国紧密携手、共应挑
战。正如第 77 届联大主席克勒希
所说，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大家要一道“学习兔
子身上善良、平和、体贴的品质”。也
正如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中
国”继续成为与会政要、商界领袖、
经济人士口中的高频词，国际社会
关注中国声音，寄望中国“良方”，期
待新的中国贡献。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兔被称为
瑞兔、玉兔，代表着机智敏捷、纯洁
善良、平静美好。冬去春来，中国将
与世界共同拥抱新的机遇和希望，
携手创造共同繁荣进步的美好
未来。
（参与记者：丁莹、王雅楠、王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