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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12月27日电 记者赵建通 杜子
璇 乐文婉 冬至时节天寒地冻，滑雪热度居高不
下。相较于户外雪场的火爆，室内雪场其实也不
失为一种过把“滑雪瘾”的选择。新华社记者近日
探访武汉、重庆等地室内滑雪场，发现即使在户外
滑雪火热的冬季，室内滑雪场客流量依然可观。

被称为“大冰箱”的室内滑雪场是一门怎样的
生意？与户外相比，室内滑雪场有哪些独特优
势？数量不断增长的室内滑雪场在运营上存在哪
些挑战？

南国雪梦：南方滑雪热助推行业体量

相关统计研究显示，中国室内雪场产业已成
全球领跑之势。根据《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
（2022-2023）》《中 国 冰 雪 产 业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2023）》，目前中国已有约 50 家室内滑雪场营业，
规模和产值在全球属于领先行列。

从室内滑雪场在国内分布区域来看，南方大
型城市占比较高。规模上看，来自广州、成都、长
沙、昆明的几家室内雪场能够排进全球前十位。
有业内人士分析，室内滑雪场能够突破季节和地
域限制，助力了冰雪运动在南方普及；在冰雪运动
热潮带动下，南方城市滑雪人群增加，又催生出更
多室内雪场的投建、运营。

室内滑雪场是一门好生意吗？武汉热雪奇迹
部门经理苏杭介绍，室内雪场受季节和天气变化
影响小，可四季全天营业，单日滑雪时间长，可为
投资者、运营方带来更高的有效回报；全年四季经
营，运营团队更稳定，员工留存率更高，运营成本
更低；此外，国内大型室内雪场多在城区或者近
郊，客流量充分且较为稳定。

湖北咸宁际华冰雪香城滑雪馆是目前华中地
区规模最大的室内雪场，经理杜志强介绍，雪场的
投建运营填补了该地区大型冰雪运动综合体的空
白，客群覆盖湖北以及湖南、上海、浙江等地区，自
2023年年中开业以来，客流量超过预期。

“暑期避暑类滑雪需求旺盛，寒假学生人群带
来旺季，此外国庆、中秋等节假日都是客流高峰，
几乎全年没有明显淡季。”杜志强说，雪场目前已
经接待了超过10万的总客流量，对咸宁当地酒店、
温泉等周边产业带动作用显著。

相对优势：室内滑雪的独特体验感

南方多地室内滑雪场成热门打卡地，更广阔
范围消费者的滑雪需求正在被激活，这得益于室
内雪场的独特体验感、交通可达性以及硬件配套
设施。

杜志强介绍，室内滑雪场一般会将温度控制
在零下六度左右，体感温度较为舒适，馆内光线充
足，加之无风，体验感较户外雪场具有一定的相对
优势。

来自武汉的“00后”刘宇是一个忠实的滑雪爱
好者，他和朋友们在咸宁雪场已经连滑三天。刘
宇说，他非常喜欢户外滑雪时身旁飞驰而过的风

景和坐缆车上山时的惬意，但考虑到个人时间限
制以及交通住宿成本，在难以抵达户外雪场的时
间里，他会选择到室内滑雪。

26岁的龚玉婷也同样认可室内滑雪场的便利
性。“室内滑雪场比较方便，可以当天往返。在湖
北，如果想去户外滑雪，就需要抽出很长一段时
间。”她说。

滑雪爱好者、滑雪教练、极限运动俱乐部主理
人，35 岁的武汉人何亮拥有多个关于滑雪的身份
标签。北京冬奥会之后，冰雪热潮汹涌澎湃，何亮
决定把自己的爱好转变为职业。“一方面是自己喜
欢，同时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发展。”

长期的工作经验，让何亮清晰地看到了室内
雪场的优劣势，“四季运营的室内雪场让滑雪教
学触手可及，但是当学员技术成熟之后，雪道短、
人流量大的短板也自然浮现。在时间充裕的情
况下，我们还是会尽量组织去新疆、东北等地雪
场外滑。”

激烈竞争：室内雪场如何开源节流

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室内雪场预计到 2030 年
将达到 60家，参与总人次将达 1200万。据记者了
解，扬州、武汉等地尽管已有室内雪场，仍在投建
规模位居国内前列的雪场。

行业发展迅速，大浪淘沙下，存量市场主体或
者新入局的企业想要杀出重围并非易事。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尽管国内冰雪经济潜力
巨大，但想在室内滑雪场这一细分领域内生存，需
要雪场运营团队具备非常高超的营销拓客、优化
产品等能力。

杜志强说，目前雪场主要通过校园冰雪公益
讲演、政企联合补贴票价等形式来开拓、培育新客
群，未来还将在赛事活动策划方面进行发力。

来自黑龙江的滑雪教练刘杰说，如今越来越
多的雪友选择以度假的形式去体验滑雪，更新雪
道线路、玩法是基础，不断优化住宿、餐饮条件以
及与其他形态娱乐项目联动等也很关键。“想要吸
引长期的、远距离的客户，室内雪场也要向目的地
型雪场（例如滑雪度假村）方向打造、升级。”

上海室内雪场品牌 SNOW51 的创始人叶凯
说，在度过客户快速增加的初创阶段后，教练数
量、水平、课时设置等培训体系的建设，直接关系
到客户的满意度，从而影响室内雪场的长期经营
状况。

“目前处在吸引‘尝鲜’体验性游客群阶段，我
们希望留存住他们，通过培训让他们成长为长期
稳定的客户。”杜志强说，一批稳定成熟的老客户，
会无形中提升雪场安全度以及品牌形象。

此外，还有雪场负责人提及，维持室内全天候
恒定温度、雪质以及照明等条件成本高昂，如何节
能、降本，是极为精细的技术活，但目前国内相关
政策、技术在落地支持上存在不足，冰雪相关专业
人才缺乏的问题在南方省市也显得更为突出。（参
与采写：谷训、潘志伟、刘震）

冬季户外雪场一派火热
室内滑雪场还“香”吗？

重庆热雪奇迹雪场。

新华社石家庄12月27日电（记者杨帆、赵鹏昊）冬
日暖阳下，同学们在大课间跟着广播音乐节拍展开花式
篮球训练，作为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第一实验小学的特
色体育课程，“花式篮球”已经在该校推广了 10余年，成
了历届学生的必修课。

“我们在花式篮球的基础上，根据小学生年龄特点，
创编单球、双球及三球的教学内容，还借鉴了田径、足
球、跳绳等其他运动中的技术动作。”该校体育教师翟国
胜说，这套运动是孩子们喜欢的酷炫风格，动作也比较
容易上手。

今年56岁的翟国胜，在小学体育教学岗位工作了30
多年。校园花式篮球以及竹竿舞运动的实践应用，是他
多年来主攻的一个重要方向。

“通过体育课、大课间活动的有限时间，我们将花式
篮球作为一门课程在全校进行推广普及，之后选取有兴
趣、有潜力的同学进入学校社团进一步培养，这给孩子
们身心上带来很多积极变化。”翟国胜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多年来唐山市积极推动各学校结
合本地、本校实际，把传统体育、民族体育、体育游戏有
机结合，打造适合自身办学条件的特色体育课程，利用
校内时间给学生体育锻炼做“加法”。

唐山市教育局总督学朱生介绍：“我们遵循不同学
段孩子们的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引导学生练习掌握适
合自身特点的运动项目，以此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和科学
的生活方式。”

“同学们，注意看！今天咱们学的这套新动作要点
在这，一会儿看看谁的动作最标准。”唐山市第十九中学
下午放学后，啦啦操训练场热闹了起来，体育教师张欣
一边为同学们示范动作，一边喊话讲解。

唐山市第十九中学副校长李民介绍：“啦啦操可以
锻炼学生身体素质、提高艺术素养，在学生中受欢迎程
度较高，比较容易普及开展，2016 年我们打造其成为特
色体育课程。”

该校组建了星星之火啦啦操队、成立了啦啦操俱乐
部，利用每周一和周五下午的一些时段开展专项啦啦操
训练，培养竞技人才。近年来，星星之火啦啦操队在全
国啦啦操锦标赛等大赛中，取得多项优异成绩，很多同
学因此在体育专项发展上获得更多进步。

唐山市教育局局长史林友介绍，目前唐山各学校充
分利用课后延时服务，进一步拓展特色体育课程的授
课，融入“三大球”及体操、羽毛球、跳绳等一大批运动项
目。“我们将继续推动校内体育活动开展，全面把握‘教
会、勤练、常赛’一体化系统性实施有效教学，促进青少
年健康素质不断提升。”

河北唐山：

特色体育课程
为学生做“加法”

12月24日，唐山市丰南区第一实验小学大课间，
体育教师翟国胜（左二黑衣）带领同学们在进行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