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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雪景 特色体验

差异化让冰雪旅游更精彩
中国冰雪旅游资源丰富，越来越火

热的冬季旅游也催生了一大批冰雪旅游
热点目的地。各地充分利用本地区的特
点，放大优势，做出特色，让冰雪不再单
一，让冬季旅游精彩纷呈。

黑龙江：
经典地区新玩法

去黑龙江玩雪已经成为冬季旅游经
典。有“黑龙江雪乡”之称的双峰林场日
前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大规模的旅游团
队，2000多名游客来到雪乡，打雪仗、唱
红歌，陶醉于雪的世界。

旅游爱好者梅小珂比较雪乡与吉林
的长白山，她说：“长白山可以泡温泉、看

天池，还可以滑雪。但是雪乡重在玩雪、
赏雪，这里有雪地徒步穿越，还可以体验
特色住宿。雪乡降雪量是全国第一，这
么大的降雪量更适合赏雪、拍景。”

今年11月到明年1月期间，黑龙江
将举办哈尔滨冰雪节、镜泊湖冬捕节和漠
河冬至节等特色节庆活动，设立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牡丹江镜泊湖等5个直播地
点，让网民也能欣赏到冬季的哈尔滨。除
此之外，黑龙江还计划在今冬举办至少
116项冰雪运动、文化、摄影等活动。

黑龙江省旅游委副主任侯伟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冬季冰雪旅游，已经成
为黑龙江省旅游业最具核心竞争力的拳
头产品，冰雪旅游与文化、时尚、体育、健
康等多项产业融合展，产业规模持续壮
大。

甘肃和新疆：
丝路带动大发展

甘肃和新疆位于“丝绸之路经济
带”，丰富的冰雪资源和厚重的历史沉
淀，让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形成的人文与
自然景观在“丝绸之路”和谐并存。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南宇介
绍说：“甘新地区的发展具有多元性和多
民族性，冰雪文化产业以地域文化和艺
术文化为基础，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冰雪
自然景观。”

南宇认为，冰雪是新疆的一大优势
资源。她以北疆为例：“北疆地区特殊的
地理和气候条件，为发展具有新疆特色
的冰雪旅游提供了保障。冰雪体育旅游
主要集中在北疆，北疆有乌鲁木齐市丝
绸之路国际滑雪场、阿勒泰市将军山滑
雪场等具有代表性的滑雪场。”

毫无疑问，“丝绸之路”的国际知名
度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而甘新两省的国
际冰雪旅游，应该立足“一带一路”中长

期旅游发展目标，着力培育甘新—南疆
线丝绸之路冰雪文化旅游带，重点依托
国内冰雪研究机构和主要交通干线，打
造精品冰雪旅游线路。

内蒙古：
民族风情是关键

“冰雪在北方具有普遍性，东北、华
北、西北都不缺冰雪，理论上都具备开展
冰雪旅游的条件，但内蒙古的民族风情
和民族文化是独有的。”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王玉海教授说：
“内蒙古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旅游的特
点就是淡旺季明显。长期以来，人们将

内蒙古旅游等同于草原旅游，而草原旅
游的最佳季节就是夏季，最多3个月。
这直接导致了内蒙古旅游旺季一票难
求、淡季门可罗雀的状况。”

要改变现状，内蒙古应做好冰雪旅
游大文章。王玉海建议，要重点挖掘少
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冬季生产和生
活方式、民俗和游憩方式，将其开发和
转化成为旅游产品。一方面要把原居
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化成旅游产品，
另一方面要把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物质
的和精神的习俗挖掘出来，将其活化为
旅游产品。

他建议：“可以大力发展‘冰雪+’，如
冰雪+民族风情，冰雪+温泉，冰雪+节
庆，冰雪+渔猎等。这样可以使冰雪旅游
丰富起来，突破滑雪、玩冰的传统方式，
把冬季的内蒙古真正打造成冰雪的乐
园。”

冰雪旅游目前成了破解内蒙古冬季
旅游困境的主打产品和重点发展方向。
呼伦贝尔市连续多年推出了与蒙古族风
情相结合的冰雪那达慕，与鄂温克、达斡
尔族风情相结合的驯鹿冰雪旅游节、冬
捕节，与鄂伦春、俄罗斯风情相结合的冰
雪童话节、冰雪圣诞旅游节等。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12月至今年3
月，仅呼伦贝尔市就接待游客212.69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达62.91亿元。内蒙
古旅游局推出的“冰雪天路”，从乌兰浩
特起至海拉尔、额尔古纳等地区和城
市，全程1000多公里，是一项冬季自驾
旅游线路品牌。这条线路的推出标志
着内蒙古旅游在冰雪旅游和冬季自驾
方面，更加突出差异化、更加注重市场
需求、更加注重内蒙古旅游产业结构的
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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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饮食注意事项（二）

旅游者参加旅行社赴外地旅游，通常三餐饮食都
由旅行社统一安排，在指定餐厅按其标准价进行用餐，
往往大锅菜多，当地风味菜少。为了满足您想“大饱口
福”的要求，可以自费出外选择名店尝名菜，同时可请
导游协助。如果因健康原因也可要求在客房单独就
餐，如果您是回民不食荤者，也可事先告知导游安排清
真菜和素菜。

对旅游者来说，要“游山玩水”，一饱眼福，当先适
应各地的饭菜，尤其是集体用餐，有面食吃面食，有米
饭吃米饭。到湖南、四川要不怕辣；入新疆要能吃羊
肉；去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山东旅游，要能吃“虫
菜”。一般是北菜偏咸，江南菜偏甜，西北菜偏香肥酥
烂，西南菜偏辛辣。面对不同口味的菜点，一定要尽快
适应，吃饱吃好。 （本报综合）

通山米泡茶
记者 朱亚平

米泡茶是流传于通山民间的美食之一。不仅承载
着我太多快乐的回忆，也是很多“80后”的童年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家中生活还非常贫苦，父母
忙于生计，经常将我和弟弟放在爷爷奶奶家。

爷爷奶奶家住在通山洪港临近江西的一个偏远小
山村，那里的家家户户都有几亩水稻，所有庄稼人都特
别的爱惜粮食，爷爷奶奶更是如此。最开始奶奶都会
将我们吃剩的米饭摊放在簸箕上，积少成多，一年下
来，便攒下了不少。

米饭晒干后，是硬硬的，然后被装进一个干净的麻
袋中。那时，我还小，并不知道奶奶为何会做这些。奶
奶则说，要给娃娃们做米泡茶。

下半年时，村里来了一个陌生人，于空地一坐，置
一铁炉，炉中烧的都是干果壳，上面架一乌黑的生铁铸
的陶式样的转炉。腹大、弧形、两头尖。拉一长布制的
筒状物，接在口上，旁边还有风箱等物件。

爷爷抱着弟弟拉着我，奶奶背着麻袋，穿过人群，
来到那人跟前。炸米泡的人收了米，把米量好，投入转
炉，拉动风箱，火“呲呲”地燃烧，那炉中温度升高，气体
膨胀，生米、熟米都在瞬间变成米泡。

最惊天动地的是开炉那一刹，凭空一个炸雷后，大
量的气体蒸腾。这样的动静一起，来的人更多。爷爷
从装米泡的麻袋中，捧一把塞到我们的手上、尝到口
中，那滋味又暖心又甜蜜。

童年里，口袋里装满米泡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开
心。米泡在制作时加了糖精，膨胀后的生米脆脆的，可
以充饥，可以打发肠胃。

最妙的是，米泡还能泡着吃。既当零嘴，也能当正
餐。拿一玻璃杯，投米泡于内，开水浸泡，米泡自然就
泡开了，如果觉得味道不够，还可以加白糖、红糖，甚至
加上姜、葱、盐、茶叶。

用筷子搅动，边搅动边享用，还会听得到开水渗进
干米泡的细微声响，又爽口又解渴，而且还能充饥。

米泡在热腾腾的水里膨胀，那汤水的甜蜜滋味，对
娃娃们来说是奢侈、惊喜，也是享受。热情好客的通山
人很善解人意，后来，米泡茶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
他们待客的特殊方式。

河北：
冬奥带来新契机

旅行摄影师马健走过很多地方，张
家口的冬天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张家口的地域很广，景观也很丰
富。我也走过东北的雪，包括黑龙江雪
乡和内蒙古达里诺尔湖等。我认为张家
口的冬季旅游主要优势在雪和民俗，冰
并不是张家口的特点。我印象最深刻的
当属冬雪桦皮岭和蔚县民俗‘打树花。’”

马健说他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冬奥
会的申办成功，给张家口带来了巨大旅游
拉动。“来自北京和天津的自驾游旅客，对
于张家口的冰雪风光很是热情。很多是

短期度假，2-3天的京津自驾游。”
申冬奥成功在张家口掀起了一场冰

雪盛宴，河北省欲开拓“春赏百花、夏游
草原、秋观桦叶、冬戏冰雪”四季旅游产
品 。张家口已建成的滑雪场多是功能
齐全、各具特色，有的已经承办过国际冰
雪运动赛事。同时，泡关外第一泉、走草
原天路、品绿色健康农家饭，这些特色活
动都与冰雪项目相得益彰。同时，河北
省推出了很多优惠项目，进一步吸引游
客来冀，比如今年崇礼区的雪场相继推
出优惠，全国23岁以下在校大学生每天
200个免费名额以及身高1.5米以下儿
童免费滑雪的政策。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