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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队在冰壶公开组混双循环赛
中排名第二，河南选手郝丽赟夺得自由
式滑雪雪上技巧公开组女子个人金牌，
天津派出 150人参加 5个大项、72个小
项的比赛……正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
的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许多新
势力、新面孔不断涌现。在北京冬奥会
之后，我国巩固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成果，冰雪运动正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2018年，天津从零起步，开始组建

冬季和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据天津市
体育局局长李克敏介绍，位于天津蓟州
的国家综合体育训练基地增建的冰上
项目场馆群，目前可提供冰球、冰壶、短
道、轮滑冰球、花样滑冰、短道速滑等项
目备战训练和比赛。场馆在空余时，面
向周边中小学生开放，推广普及冰上运
动。“如今，天津冬季项目运动员人数已
有近200人。”

作为“十四冬”的东道主，内蒙古抓
住办赛机会，让冰雪运动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式的发展，青少年速度滑冰、短
道速滑、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冰球、花
样滑冰、冰壶等队伍在近年相继成立，

“一旗一品、一旗多品”的人才培养体系
正逐渐形成。2020年，内蒙古冰雪运动
学校在呼伦贝尔市正式揭牌，进一步夯
实了内蒙古冰雪运动的人才基础。说
起全校这次有 30多名在校或输送的运
动员获得“十四冬”入场券，内蒙古冰雪
运动学校党支部副书记沙云鹏难掩自
豪与激动。

福建队冰壶教练李鸿博认为，随着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效应充
分显现，冰壶运动在福建迈入了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近年来，国内各类冰壶
比赛越来越多，社会各界对冰壶运动的
推动力量也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并喜爱上冰壶运动，为冰壶运动的
普及、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硬摔猛练”到科技助力
山西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队的教练员郑文

龙今年 22 岁，因为伤病，他早早结束了运动员生
涯。“我们原来没有护垫等设备，就是在雪地上硬
练、猛摔，拿训练量累积，发生伤病的概率非常大。”
郑文龙说，“现在孩子们的训练方式都特别科学化，
我们会测试孩子们的疲劳程度，根据他们的身体状
况为他们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我们队里有专业的
科研组保障，这能让孩子们训练效果事半功倍。”

在天津，相关部门每年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冬季
运动队伍训练、聘请科研团队、组建跟队医疗团队
并维护设施设备。目前，天津冬季运动队的训练基

地已配备高压氧舱、低压氧舱、液氮冷
疗舱等科技训练设施，设施设备条件达
到国际一流水平。

“以液氮冷疗舱为例，运动员进入
其中，会身处低温环境中，这有助于运
动员快速摆脱肌肉酸痛与疲劳，帮助他
们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李克敏说。

科技助力下，福建冰壶队技战术水
平快速精进。据李鸿博介绍，近年来福
建队在训练中更重视思维和技战术的
训练，除了常规的体能训练外，他们还
通过观看比赛视频、做游戏、赛后分析
等方式训练队员的思维能力。内蒙古
队冰壶队教练郭文利说，队里通过高速
摄像机拍摄队员训练画面，再通过软件
记录分析冰壶线路、投壶力量等数据，
使训练更加数字化、精细化。

“家”“俱”共建丰富运动
人才供给

中国冰雪健儿优异的竞赛成绩，吸
引和鼓舞着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随着
更多人走向滑雪场、真冰场，我国冰雪
运动人才库也被极大丰富，全民健身和
竞技体育实现“双向奔赴”，助力中国冰
雪运动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吉林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队教
练宁琴看来，以前很多家长会觉得滑雪
又冷又危险，现在他们对于这项运动的
接受程度正在变得越来越高。“现在年
轻的家长们都开始主动去了解滑雪，可
能这项运动还不会像乒乓球、羽毛球那
样普及，但我觉得冰雪运动的‘春天’已
经来了。”

“十四冬”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
项目上，人们惊喜地发现一批“05后”甚
至“10后”的亮眼新星。12岁的天才少
女周苡竹和世界冠军蔡雪桐、刘佳宇

“正面交锋”，虽然她最终没能站上领奖
台，但正如夺金的蔡雪桐所说：“我觉得
中国单板滑雪的历史是需要有可持续
性的，应该是集团式地往上走，这是我
最想看到的。”

18岁的郝丽赟在夺冠后立下了更
远大的志向，她表示要更加努力地投入训练，让自
由式滑雪雪上技巧这个在我国相对冷门的项目尽
快普及、发展起来。

单板滑雪运动员张义威表示，与过去不同，如
今传统体制和家庭联合培养运动员的机制正悄然
形成。“很多队员在五六岁的时候由家庭出资，送到
滑雪俱乐部培养，五六年之后，有一定基础了，就直
接送到地方专业队了，这是俱乐部、家庭联合培养
的形式，通过这样的联合培养，更多的孩子正加入
到滑雪运动当中。”

（参与记者：赵泽辉 张武岳）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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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景区门票售罄，庙会大集人潮涌动，
热门餐厅排起长龙，电影票房刷新纪录……刚
刚结束的春节长假，国内旅游出游 4.74亿人
次，总花费 6326.87亿元，春节档票房突破 80
亿元。鲜活滚烫的数字背后，是热闹红火的消
费场景，是“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幸福图景，也
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活力。

累计近23亿人次出行
2024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的数据显

示，今年春节假期（2月10日至17日），全社会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22.93亿人次。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9946万人次；公路
人员流动量 21.66亿人次，其中高速公路及普
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19.80亿
人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1.86亿人次；水路客
运量941万人次；民航客运量1799万人次。

在河南，定制客运解决了人们出行“最后
一公里”的难题。为满足春运出行个性化需
求，河南省交通运输服务部门鼓励客运企业在
现有开行班线基础上，开展定制客运服务，加
大运力投入，实现“门对门”“点对点”一站式服
务。目前，豫州行定制客运已覆盖河南全省，
累计开通定制客运线路230条，定制车辆将近
1700台。

不少人选择春节自驾，各地强化服务保
障。吉林省交通运输服务部门在京哈高速公
路主线德惠、陶赖昭等服务区临时增配移动充
电车辆，为服务区附近的新能源汽车进行应急
充电。“车给车充电我是第一次用，操作挺方便
的，再也不怕没开到服务区就电量低了，心里
踏实不少。”车主李先生说。

针对春节期间的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统
筹做好雨雪冰冻、大雾等恶劣天气应对准备，
通过加大重点时段、热门航线运力储备和供
给，加开车次等服务保障好出行需求，同时加
强出行信息引导。

旅游成为“新年俗”，多个景区
“人从众”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春节假期
8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同比增长
34.3%，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19.0%；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6326.87亿元，同比增长
47.3%，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同期增长 7.7%；
入出境旅游约 683万人次,其中出境游约 360

万人次，入境游约323万人次。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

春节假期，受政策、供给、宣传等多种利好因素
影响，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出游人次和出
游总花费等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文化和旅游
市场安全繁荣有序。

——国内游“南北互动”。在哈尔滨、长
春、沈阳等地感受冰雪，去三亚、海口、广州等
地温暖避寒。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春节假期，
跨省游订单占比57%，同比去年翻番增长，“冰
雪游”“避寒游”最为火爆；“古都游”也备受青
睐，预订量同比去年增长115%。

“我专门换上汉服来看秦淮灯会，莲花灯、
生肖龙灯都好震撼。”河南游客小陈大年初二
和爸妈来到南京，开启古都“穿越”之旅。

——定制需求增多。今年春节假期，高品
质文旅产品需求更旺盛，自由、个性化的定制
游显著增长。携程数据显示，定制游订单同比
增长超5倍，西安、丽江、阆中等地区的年味主
题定制线路今年春节订单同比增长超10倍。

此外，入出境旅游复苏加快。飞猪数据显
示，出境游热门目的地正由“4小时飞行圈”向

“12小时飞行圈”拓展，过半热门海外目的地
订单超过2019年同期。

“今年春节旅游市场消费规模呈现旺盛活
力，各地旅游需求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
行院长厉新建认为，多样旅游产品叠加传统节
日体验，打造出“开开心心旅游去，欢欢喜喜过
大年”的浓厚氛围。

线上线下火热，消费潜力进一
步激活

“忙得脚不沾地。”成都吼堂老火锅的一位
店长感慨。春节假期，她所在的门店平均每天翻
台九到十轮以上，美团平台上排队等位上千桌。

连日来，各地餐饮门店“热气腾腾”，餐厅
门前排起长龙，不断刷新叫号提示。美团、大
众点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 5天，全国多人
堂食套餐订单量较去年增长161%。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春节期间，全
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8.5%，绿色有机食品、金银珠宝销售额同比增
长20%左右；重点监测大型连锁超市即时零售
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重点监测餐饮企业销
售额同比增长17%。

重庆新世纪百货推出集平台补贴、商家折
扣等多重优惠为一体的“潮聚中国年”主题促
销活动；在安徽，老凤祥银楼上百家门店春节
期间在美团直播间派送优惠福利；KTV里吃火
锅、足疗店里看电影、游戏厅里抓娃娃，传统年
味与多元业态结合，夜游、夜展、夜食、夜购、夜
演等夜间消费业态不断升温。

“新潮”是消费关键词——马面裙、新中式
等服饰成为爆款，车厘子、帝王蟹等更多进口

“洋味道”出现在年夜饭中，洗碗机等智能产品
销售快速增长。春节叠加情人节，京东数据显
示，近期鲜花包裹寄递量较此前上涨3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陈丽芬认为，各地促消费重点聚焦具有消
费增长潜力的传统大宗消费和新型消费领域，
同时依托本地特色优势，打造出多元化消费场
景、多层次消费体验。

“文化大餐”精彩纷呈
春节档电影票房突破 80亿元，各大博物

馆一票难求，非遗民俗表演现场人头攒动……
主题多样、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年味
浓郁的春节假期。

根据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2024年春节假
期全国电影票房为80.16亿元，观影人次为1.63
亿，相比2023年春节假期票房和人次分别增长
了18.47%和26.36%，均创造同档期新纪录。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认为，《热辣滚
烫》《飞驰人生2》《第二十条》等影片聚焦现实题
材，呼应受众期待，让观众在龙年伊始充分感受
到快乐、感动和正能量，推动票房持续走高。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介绍，今年三
四线城市票房份额较去年显著提升，家庭观众
数量增长明显。沈阳市民杨荣文全家一起观
看了《飞驰人生2》，“电影很好看，回来路上我
们还在讨论，春节看电影已经成为了习惯”。

观展览、看文物、赏民俗，全国各地“博物
馆过大年”活动如火如荼。在江西省博物馆看

“御瓷归来”主题特展，在广东博物馆寻祥龙、
印版画、拓纹饰、集印章，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动
洞窟沉浸式体验剧《乐动敦煌》再现丝路重镇
2000多年前的模样……

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特色庙会、展演好戏
连台，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与年味创新融合，
欢声笑语中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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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热 消费旺 年味浓
——2024年春节假期盘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宋佳 叶昊鸣 徐壮 谢希瑶 王鹏 崔翰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