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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理之问”大讨论活动的深入
开展，我市切实营造“大抓工业，大兴实
体”的良好氛围，聚焦补齐全市工业总量
不强、产业培植不优、主体培育不到位、项
目储备不足的短板，因地制宜规划工业发
展，大力培育适应市场需求、符合本地区
实际的支柱产业，推动全市实现经济发展
由数量和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升转
变。

做大总量。把做大工业总量作为首
要任务，加快研究工业振兴计划，全力提
升工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比重，提高工
业投资在全市规上固投中的比重，超前谋
划、储备一批项目，在引进质量优、带动强
的优质企业和高端项目上取得突破。目

前，“十四五”时期，能够大幅提升我市工
业规模的产业主要是绿色食品、生物医药
和数字经济，这是省委省政府大理现场办
公会对大理市提出的“两城一区”的定位，
也是我市最有基础和条件做大做强的产
业。

做优结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重点在工业、难点在工业、突破口也在工
业。夯实支柱产业，深入实施产业基础
再造工程、重大技术改造工程，开展工业

“补短板”“拉长板”行动，优先发展绿色
食 品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重 点 培 育 信 息 产
业、消费品工业，优化提升烟草烟辅、能
源、机械装备和建材传统支柱产业，加快
构建结构合理、总部聚集、技术先进、绿

色 安 全 、动 态 迭 代 的 现 代 工 业 体
系。

做长链条。围绕绿色食品、生
物 医 药 、信 息 产 业 3 条 重 点 产 业

链，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坚持需求导向、
问题导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以龙头企业、优势产业链、先进制造业
集群为核心，集中资源、集成政策，支持和
保障重点工业项目建设，通过引资、投资、
扩资等多种方式稳链补链强链，推进全产
业链布局。

做深融合。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用“数字”
为经济赋能、为发展提质、为治理增效。
加快推进“新基建”，实施传统基础设施

“数字+”“智能+”行动，抓实、谋划重大项
目，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公共基础支撑平
台和绿色食品、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行
业平台，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实施中小企
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推动企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培育行业领先的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记者 鲍亚颖 杨振飞

我市明确发展方向培育工业增长新动能
近年来，我市着力践行“民政

为民、民政爱民”核心理念，不断创

新社会管理，增进和改善民生福

祉，把各项惠民政策变成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果。

上关镇兆邑村到青索村和马

甲邑村的道路以前是土路，路面破

损严重，指路标识不清，村民出行

存在安全隐患。去年，经过积极协

调，上关镇对兆邑村到青索村 1460
米连村道路和兆邑村到马甲邑 500
米连村道路进行硬化改造，在满足

沿线村民出行需求的同时，也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支撑。

上关镇兆邑村道路交通改善

只是全市不断改善民生福祉的一

个缩影。五年来，全市新建改造农

村公路 523 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 572 公里，大理市

被评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

农村客运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教

育、医疗、治安、交通等人民群众关

心的工作，将绿色发展的成效回馈

于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提升。五年来，我市持续将七

成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年

度十件惠民实事逐一落实；脱贫攻

坚圆满收官，“两不愁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全面达标，1 个贫困乡、11
个贫困村脱贫出列，4279 户 16054
人全部高质量脱贫退出，顺利通过

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大理市被评为“中国乡

村振兴百佳示范县市”；完成 34 所

公立幼儿园建设，“入园难”问题得到有效缓

解；完成 143 所义务教育学校薄改和能力提升

项目，D 级危房拆除“清零”，中小学“超大班

额”现象全面消除，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通

过国家验收；探索推行名校领办、集团化办

学，高考一本上线率稳居全省前列；体育基础

设施活动场所实现行政村、社区全覆盖，国际

马拉松赛等重大体育赛事影响力不断增强；

乡 镇 卫 生 院 和 村 卫 生 室 实 现 提 质 达 标 全 覆

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取得实质进展，医药体

制改革持续深化，群众就医负担不断减轻，老

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新提升。

记者 徐建伟 杨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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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理州把推动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作为引
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
首要任务，通过采取改善民生福
祉、增进文化认同、抓实社会治理

“三着力”举措，引领推动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从 改 善 民 生 福 祉 上 着 力 ，夯
实民族团结进步物质基础。以提
升全州各族人民幸福指数和解决
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为目标，着
力推动民生改善、推动全面发展。
通过实施“八大攻坚战”等一系列
措施，洱海水质稳定在Ⅱ至Ⅲ类
之间，洱海保护治理初见成效。在

“ 十 四五”规划中构建“大发展体
系”，推动双核驱动协同发展，创建
大理国家级洱海保护绿色发展示

范区，让大理真正成为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实践基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全国示范样板；在城
镇化发展中构建“一城三区四单
元”格局，实现大理、祥云、巍山一
体化发展，其他 9 个县构建 1 个东
南西北各具特色的差异化互补化
发展格局，提升城市化进程，形成

“产城人”的深度融合发展。交通
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提升，已建成近
200 公里的铁路和近 600 公里的高
速 公 路 ，大 理 迈 入“ 高 铁 时 代 ”。

“十三五”末，全州 GDP 达 1484 亿
元，极大地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从增进文化认同上着力，构建
民族团结进步精神家园。深入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树牢正
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
观、宗教观牢牢地抓在手上，广泛
开展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全面使用
国家统编教材，在各级各类学校全
面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大力实施中华文化视觉形
象工程，在主要街道、景区、学校等
场所大力推行中华民族文化形象，
真正增强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感，并借助传统节日、民族节日等

开展共享中华文化系列活动。大
力实施民族文化保护工程、少数民
族文化精品工程和民族文化“双
百”工程，打造了《洱海情深》等一
批文艺精品，做到让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牢
不可破、坚不可摧。

从抓实社会治理上着力，营造
民族团结进步和谐环境。构建坚
持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进步和防
范重大风险机制，提升民族团结示
范区建设法治化水平。坚持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大理建
设，积极开展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工作，不断畅通和规范群

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
通道，全面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
智能化、法治化水平。多年来，全
州没有发生一起因民族宗教因素
引 发 的 重 大 事 件 或 是 群 体 性 事
件。持续推进法治大理建设，出台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
例》《洱海保护管理条例》《苍山保
护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制定

《大理州贯彻〈云南省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建设条例〉实施办法》等
规范性文件，法规体系不断完善，
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

周应良

大理州以“三着力”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 2月 17日，下关街道
鸳浦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
织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开展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志愿服务宣
传活动。活动通过向辖区居民
发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折
页、创文知识环保袋等形式，倡
导居民群众积极支持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活动，增强文明意识、
卫生意识、家园意识，争当文明
人、争做文明事，形成文明城市
创建良好社会氛围。

童莉群 摄

奋 斗 百 年 路 启 航 新 征 程
答好“大理之问” 推动“大理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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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悠悠千古情，蜿蜒汩汩万

里寻。

红河源，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名

字，始终萦绕在心间，曾多次想去

寻访红河源头却不可得，终得幸于

这初春时节随着众友人一同去踏

春探寻，追本溯源。

春寒料峭的早晨，我与友人一

道坐车从巍山县城出发，依着西山

顺着西河一路向北，路旁的黄色油

菜花明媚爽亮，蚕豆和麦苗不同色

调的绿浓浅相间，不时在田间地角

偶遇几株开得正好的桃花或梨花，

大自然仿佛在沉寂一冬之后于此

时用春天的色彩绘着美好时节。

怀着好奇和期盼，头脑里勾勒着红

河这条云南唯一的一条国际性河

流源头的样子，遐想着其源头大概

是汤汤浩水，抑或是泉水喷涌吧。

翻过四五座山头，绕过六七道

山梁子，过了珠街子、中花盘等村

后，不觉已进入下关太邑地界，摇

下车窗吹着风，望着苍山西南的皑

皑 白 雪 ，顿 觉 山 川 高 远 ，心 境 空

辽。路远而艰，源远未绝，一面观

看着四周的山川地形，一面遥想着

红河是如何从这里集千沟万壑之

源汇成羊子江，激昂地冲下山去，

在一个叫做落马处的地方汇集流

入巍山坝子，一泻千里，顺着西山

脚下的盆坝向南腾远而奔……

不觉间，汽车在颠簸中进入一

小片河流冲击而成的草坡缓地。

“到了？”因之前一直心心念着红

河之源该如何奔腾澎湃而今却未

见其浩浩之象，不禁好奇发问。

怀 着 不 解 下 了 车 ，随 众 人 一

起走上山坡小路，几百米后便有

一块石碑掩映在葱茏松林间，“额

骨 阿 宝 大 红 河 源 ”八 个 大 字 力

道遒劲，大字上方是学者柴枫子

在徒步考察了云南六条大河之后

所作《红河源祭》：“大地的复兴和

丰盛，是我的美，是我波澜壮阔的

美。生命的源流，从此而发动，如

日之升真真而从容，如光之盈源

源而深入，向着充分，在祖国之南

……”碑的背面写道：“这里，是元

江红河主流之源……它的第一滴

水，是在这里发生，形成和成长起

来的，它的浩瀚之水、奔腾之势，

从此而始……我们彝族人民的祖

先，为它取了一个光荣的名字：额

骨阿宝——弯弯曲曲的一条水的

父亲……”

在 彝 族 话 里“ 额 ”为 水 之 意 ，

“骨”为弯弯曲曲，“阿宝”是父亲

的同义语，“额骨阿宝”连起来就

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的父亲。

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称为母亲河，

但红河不是，它从一开始就被称为

父亲河，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条地理

上的大江之源，更是精神、意志、

情感和生命的源泉。一条大江的

第一滴水，在这里的天地山怀间孕

育、发生、形成，并且流淌下去，最

终成为浩荡洪流，而在这里的米鹿

么、永建、者摩、巍山和太邑人民

以及沿流中越人民的生命，亦是在

这里的天地山怀中孕育、发生、形

成并且成长起来的。

红河流入巍山坝子被称为“西

河”，西河沿岸气候温和、土地肥

沃，自古以盛产南瓜、冬瓜、丝瓜

等各种瓜类闻名四里，因而西河又

名“阳瓜江”，有“瓜江碧玉”的美

称 ，整 个 坝 川 瓜 果 飘 香 、鱼 菱 满

川，孕育出盛极一时的南诏古国和

南诏文明。每当秋收时节，河水粼

粼，瓜果遍地，如玉撒地，望之垒

垒，旧志称此景为“瓜江垒玉”，是

巍山著名的十六景之一，早已载入

史籍，清康熙庠生杨友楠曾题《瓜

江磊玉》诗：“一江两岸似蓝田，翠

拥珠拖夹锦涟；蔓引青畦凝晓露，

珠熏赤日累晴天。”

当 流 经 南 诏 古 都—— 图

城遗址时，西河一改它澎湃激昂的

壮美之势，变得格外柔美，温柔地

舒展开来，沿山脚甩出了“九曲十

八弯”，然后犹如重新起步，再一

路缓缓向南 而 去 ，仿 佛 为 这 千 年

古都披上一道彩霞，又似有意放

慢脚步向古都不舍惜别。站在古

都遗址，“九曲十八弯”的秀美红

河水、一个个小村庄、神奇俊秀的

巍宝山麓、织锦般的田野尽收眼

底，天造神奇的田园风光美轮美

奂地展现在眼前，成为红河源一

大胜景。因西河所经地域多为红

色砂页岩地层，水中混有红土颗

粒，略呈红色，故出巍山后被称为

“红河”。

在红河源头，我与友人沿着水

涧小路，穿过丛丛灌木林。湿润丰

泽的泥水小路里不时有竹木搭建

的过道简桥，因海拔高地形复杂，

气温颇低，虽春日正好却无新枝抽

芽、百花初放之景，只是映山红微

微映照，野山茶花红粉相间，在浓

淡绿墨中透着生机。顺着山沟小

涧 行 走 ，忽 闻 彝 家 调 子 ，走 近 一

看，呵，好一个彝家人民祭祀龙神

的原生场景！原来，这天恰逢农历

二月二“龙抬头”，是当地彝族人

一年一度祭祀龙神的日子，每年这

天都会相约来祭祀龙神，祈求风调

雨顺。乡民们牵着毛驴驮着物品，

烧起炭火，架上锅子，味美汤鲜的

羊 肉 汤 锅 和 锣 锅 饭 是 一 天 的 饭

食。不远处的大青树下是过去用

石头垒砌而成的“龙王”庙，彝族

信奉无神祭祀，并无“龙王”神像，

倒是庙门两边写有“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

对联。两旁的树枝上挂着羊角，女

子围坐在一旁用针线缝着手绣花

片，男子们则清唱着彝歌调子，在

清涧山林中真实还原着彝家的和

乐生活。

稍作歇息后，我们继续前行，

不一会儿，忽见有一刻有“第一滴

水”字样的大石头立于小路旁，下

行几步有一小眼泉水，真正的红河

源头便是此了。源头之水望之静

默地隐置在这一小片山林野丛中，

若无碑石立于旁，便不会知晓流经

中国西南和越南北部的国际性河

流之源头会是这毫不起眼的小小

泉眼，它的低调与之前脑海中想象

的浩瀚奔腾相去甚远。

伟大的父亲河就是这般隐忍

含蓄，将山川血脉从万众汩汩而

出的水源中择这一涌处，经世历

年，由上而下，自山顶低洼处向下

流着，默默地淌过箐涧，穿过树林

和山花，相约至某处汇集，如此不

断壮大溪泾，于亘古久远驶向时

光流年，一路上孕育山河、哺养人

民。忍不住舀一碗红河源头之泉

水，甘甜凉凛，自唇齿流进血液，想

把如此珍贵的父亲河的点滴之泉

永存心田，将额骨阿宝的内敛厚重

和着它所流经的山川百态融于血

脉……

回 程 途 中 ，同 行 人 相 互 畅 谈

着，一路欢声笑语，我如来时一般

望着川坝水渠，思绪随同小小泉眼

的 水 源 一 道 ，百 折 不 回 ，一 往 直

前。红河源头断无原本想象中的

那般浩大伟岸，千百年来默默无声

沽出的点滴之水一直向南奔流却

无枯竭，源头虽小而流域甚广，涓

涓相涌终归向洋。有容乃大，厚积

薄发，互融友爱，将天地万物之灵

气化入淙淙之水、进入人们心田、

溶入人们血脉，生生不息、世世代

代，正如《红河源祭》中所言：“永

恒 的 意 志 ，永 恒 的 爱 ，永 恒 的 精

神，这不变的在变化中，永垂，不

朽，是为之水……”

水，万物之灵。假如没有水，
绿色的生命将会萎缩、枯死；假如
没有水，地球的家园将会白骨成
堆；假如没有水，鸟语、花香将会

不复存在；假如没有水，伟大、奇
迹将会成为无稽之谈；假如没有
水，眼前的景象将会惨不忍睹；假
如没有水，血管里流淌的将会是发

烫的沙子；假如……真的不敢再假
如下去了，我的额际已经在冒汗，
全身已经在发抖。

水，我们无法离开，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水，创造了这个世上一
切的一切；水，赠予我们宝贵的生
命。其实，我们再仔细想想，水还
延伸出很多深刻的内涵，不断激励
和规范着生命的进程。

似水柔情，洪水猛兽。水，真
心待它，我们就会得到无尽的柔
情 ；若 惹 怒 它 ，我 们 就 会 无 处 逃
身。能把两者恰到好处地融合，那
必是一种全新的美。

水能载舟，亦能沉舟。这是古
训，骑在别人头顶为非作歹，横行
霸道，下场当然不言而喻。忍辱负
重也有一定的限度。人民的力量
能把历史改写。

水落石出。不庇护丑陋的东
西，不畏惧坚硬的事物。只要真理
高悬，一定会把丑态、罪迹曝光，
使其不得有翻身之日。掩藏一时，
却不能掩藏一世，做人还是守本分
为好。

水乳交融。社会贵在和谐、融
洽。针锋相对，最终只会弄得两败
俱伤，何苦呢。互谅、互敬、互容，
生命的花朵将会越来越艳丽，生活
的味道将会越来越醇香。

水中捞月。看似聪明，实则愚
蠢的那群猴子，成为人们的笑料。
夺取目标，首先还得认清方向，不
然耗尽力气也只会是两手空空。
假象随时会出现，这就需要打造一
双慧眼来明辨。

水到渠成。一根木料搭不成
一座高楼，这个谁都清楚。那就不
要急于求成，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
扎实些吧。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
功。

滴水穿石。微小并不代表弱
小。只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铁
杵也会磨成针。生命固然如此，一
直不停地往前走、往前走，总会踏
破黑夜，见到明丽的曙光。

水，生命的母体，智慧的启迪，
哲学的化身。

水水 的的
联联 想想

○○何永飞何永飞

多年之前，
我攀上苍山之巅，
俯视洱海，
那水汪汪的眼睛失去了光泽。
我倾听前辈们诉说着她往日的辉煌，
但我却感受到了她的无助。

有一天，
那眼睛旁的黑眼圈渐渐消褪，
我知道，
那是她的儿女们在努力保护她，
有一天，
那眼中蓝绿色的污垢似乎渐渐消去了，
我知道，

那是身披橙色战袍的将士们日夜奋战的成果，

这眼里鲜红的血丝变淡了，

我知道，

大家对她的爱抚，

她感受到了。

多年以后的某日，

我登上斜阳峰顶，

迎着斜阳，

我感受到她恢复了往日的神韵。

不久的将来，

我将去向远方，

但你将会成为我日夜思念的淡淡忧伤。

探 访 红 河 源 头探 访 红 河 源 头
○○刘 冬刘 冬

拭 去 泪 水
○马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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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清的“惊鸿一瞥”和“奥运历史首
次”背后，是燃料动能、人工智能、5G、云计
算 、边 缘 计 算 、屏 幕 显 示 、动 作 捕 捉 、VR/
AR、裸眼 3D 等数十种创新数字科技作为支
撑的中国科技创新力量。

冰雪之约，也是科技之约。
2 月 4 日，一场令世界惊艳的开幕式点

燃了人们的激情和梦想。当两名火炬手擎
着火炬跑向“鸟巢”中央，全场寂静。火炬
被轻轻插入基座，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
现于世人面前。“雪花”托举着盛开的火焰
升空飘舞，开幕式气氛瞬间达到高潮。

这是奥运史上首次以低碳绿色环保为
核心原则设计的微火火炬。“主火炬最大的
创新之处是微火设计、视频显示以及由复
杂的姿态控制系统构成鸟巢上空的完整结
构，这在奥运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北京冬
奥会主火炬技术负责人、航天科技集团六
院 11 所事业部总工程师刘悦说。

以绿色能源氢气作为燃料的微火设计，
能实现氢气消耗量每小时小于 2 立方米。
类似的创新不胜枚举。科技冬奥作为本届
冬奥会的亮点，为“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的办奥理念提供“硬核”支撑。

随着赛事推进，冬奥场馆也迎来“高光
时刻”。冰壶赛场激战正酣，在奥运健儿脚
下，另一项奇迹悄然诞生——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魔幻般地化身“冰立方”，其中的
水冰转换技术应用堪称神奇。

“‘水冰转换’是这座双奥场馆的最大亮
点。”国家游泳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应 用 装 配 式 快 速 拆 装 和 调 平 动 态 监 测 技
术，20 天内即完成“由水到冰”的场地转换，
实现冰面毫米级高精度测量。据悉，这是
世界首个可快速拆装的水冰转换场地和智
能化奥运场馆。

从筹备到举办，科技成果创造的诸多首
次，不仅让国外运动员和媒体人士惊叹，更
让创新的红利惠及场外观众。

“像《黑客帝国》中‘子弹时间’一样的
电影级特效来了！”在海外社交媒体网站
上，博主“歪果看中国”欣喜的分享得到众
多网友点赞：任意视角切换、自由缩放、随
时暂停、定格旋转、慢动作环绕……手持 5G
手机，点开应用程序，手指触动屏幕的瞬
间，即可实现任意视角的自由观赛。

北京国际云转播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
术官张鹏洲介绍，自由视角技术以 4K 多轨
广播级影像同步采集编码和画面合成技术
为核心，可围绕不同中心点进行拍摄，呈现
出物体 360 度环绕视角的立体感效果，“因
此，场外观众可突破传统固定视角限制，在
家也能‘身临其境’地为冬奥健儿加油”。

不仅如此，全流程智能化的数字人手语
生成服务，方便听障人士收看赛事报道；8K
画面结合 5.1 声道环绕立体声，让“云”观赛
的观众获得更沉浸的感官体验。

从冰雪场馆到赛事转播，从交通出行到
疫情防控，一个个中国元素、一项项科技成
果通过冬奥会的窗口，让人们看到中国设
计、中国创造背后的中国科技力量。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由衷赞叹：北京冬
奥会以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水平，让更多人
感受到奥运文化的精彩。

这不仅是中国科技储备的一个缩影，更
带给人们对于“后冬奥时代”的无限畅想。

“数字媒体、智能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虚拟现实、智慧交通、智慧城市、节能技
术……这些科技成果通过冬奥会的研发、应
用、推广，未来将惠及每一位普通人。”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磊说。

“这两天也有朋友问我，去哪里可以买
到‘冰墩墩’。我想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广
大民众对北京冬奥会的关注，是‘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在特许商品方面
的体现。”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
说。

在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北京 2022 官方特
许商品旗舰店外，为买到“冰墩墩”，不少市
民清晨 6 点就过来排队。北京工美集团市
场部部长、冬奥项目部副总经理李颖介绍，
开幕式举办之前几天，平均排队时长在一
小时左右，最近几天队伍更长，冬奥的热度
不断升温，人们的热情也与日俱增。

“冰墩墩”的火热，正是新时代中国故事
的一个动人篇章。

了解“冰墩墩”，走进友好热情的中国。
在国民关注之外，许多外国运动员与工作
人员也对这只憨态可掬的胖熊猫“一见倾
心”。在北京冬奥会主新闻中心，来自海内
外的媒体人士在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门前
排起长队。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媒体人士对

记者说，带回一个“冰墩墩”是对北京冬奥
会最好的纪念。

北京冬奥组委方面表示，目前已开发推
出 16 个大类、超 5000 款冬奥特许商品，涵盖
毛绒玩具、徽章、钥匙扣、水晶球等。为缓
解供不应求局面，工厂已加紧复工，推进生
产以提高供应效率。品类繁多的特许商品
将至少销售至 6 月底，覆盖 19 个省区市 190
余间特许商品零售店。

眼下，争相抢购的冬奥“顶流”，正突破
特许商品的范畴，拉动中国文创产业驶入
快车道。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第六任
院长单霁翔说，受冬奥热情的感染，大家都
希望拥有一只可爱的“冰墩墩”，把冬奥会
的文化带回家。“这启示我们，在进行文创
开发时，把它当作传播文化的一种有效手
段认真对待。5G 时代，文创产品也要立体
起来，丰富起来。”

“冰墩墩”的顶流现象，正是新时代中华
文化影响力的一次厚积薄发。2021 年，全
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
达 119064 亿元，同比增长 16%。第三方数
据显示，文创相关注册企业数量从 2010 年
的 2072 家升至 2021 年的 194819 家，增长近
百倍。

“以‘冰墩墩’为代表的冬奥商品爆火，
让我们对更多更好的文化创意作品充满期
待，将有更多中国文创传递爱和美。”北京
大学文化产业专家陈少峰说，“冰墩墩”也
代表着期待人类一起携手迈向美好未来的
中国诚意。

赛场奥运健儿激战正酣，场外大众对冰
雪运动的热情也几近“沸点”，拉动了冰雪
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

从东北到海南，从上海黄浦江畔到新疆
阿勒泰，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冰场雪场，“冷
冰雪”成为“热运动”，我国冰雪运动踏上了
新起点。

在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何家沟滑雪
场，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孩子来体验冰雪
乐趣。今年 34 岁的任举带着妻子和女儿一
起，第一次踏上滑雪板，认真模仿着教练的
一招一式。跌倒、爬起、从踉踉跄跄到逐渐
自如，一家人脸上挂满笑容。“北京冬奥会
来了，我们也受到冬奥热情的感染，想好好

学习一下这项运动。”任举说。
何家沟滑雪场营销经理潘续东说，春节

期间，来滑雪场的游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
长 189%。“北京冬奥会点燃了普通百姓的冰
雪热情，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我们雪场，他
们不仅要体验冰雪，还要学会滑雪。”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孟强华介绍，1 月
以来，北京发放冰雪体验券超过 4.65 万张，
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冰雪消费。春节期间，
北京的冰雪场所开放营业 54 家，接待人次
74 万，这些数字远超往年。

在辽宁沈阳东北亚、辽阳弓长岭等滑雪
场，滑雪冬令营档期早已排满；朝阳庙子
沟、营口何家沟等滑雪场的滑雪研学活动
开 展 得 如 火 如 荼 。 尽 管 多 地 雪 场 早 有 准
备，但在高峰时段，由于游客众多，还是出
现了“一板难求”“教练难求”的局面。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0
月，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3.46 亿，“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已然实现。

北京冬奥会给冰雪产业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前进力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
绍，春节期间，国内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冰
雪消费成最大亮点。在“2022 全国网上年
货节”期间，冬奥商品和冰雪装备销售旺
盛，冬奥特许纪念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21.2
倍，滑雪装备和滑雪服销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 62.9%和 61.2%。

席卷全国的冰雪运动热潮，还带动了冰
雪旅游、交通、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携程、美团等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1
年 12 月以来，全国滑雪场门票预订量较去
年 增 长 86%。 相 较 于 此 前 的“ 打 卡 型 ”消
费，如今消费者的停留时间更长，参与度更
高，对冰雪运动装备和场地的专业度、体验
感也有了更高要求。

从“一季火”走向“四季热”，神州大地，
热“雪”沸腾。

“始于冬奥，但不止于冬奥，中国冰雪消
费的热潮已经点燃。”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说，冬奥会不仅是半个月的赛事，更将
带动冰雪消费的扩容与升级，借助北京冬
奥会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国冰雪产业正蓄
势腾飞，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输入源
源动力。

作者：乌梦达、孙仁斌、张漫子、汪涌、
赵旭、王莹、张逸飞

（转载自 2月 16日《大理日报》）

“一墩难求”：文创产业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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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自奥林匹亚的火种再次跨越万水千山，奏响冰与雪的协奏曲，时隔 14年，从“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科技新火，文明之光，冰雪舞动，更生动地诠释并呈现了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新内涵。

奥运梦交织中国梦。冬奥会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它早已超出运动本身。一项项“黑科

技”、一个个创新点，以数字科技与美学创新交相呼应的“冰雪之约”带给世界“春的讯息”。

华丽蜕变：“黑科技”惊艳世界

奏 响 “ 冰 与 火 之 歌 ”
—— 北 京 冬 奥 会 赛 事 外 观 察

冰雪“奇缘”：点燃大江南北冰雪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