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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尔滨文旅脱颖出圈

看在地文化如何在地发展

开年以来，文旅行业在哈尔滨国际冰

雪节的带动下，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和勃兴

态势。哈尔滨凭借其独特的在地冰雪旅游

产品，提供沉浸式、场景式的文化旅游体

验，吸引游客与当地深度融合共鸣，展现

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和创新力。冰雪旅游

的火热出圈是哈尔滨举全城之力精心谋

划的结果，利用在地文化，凸显城市标识，

让在地文化“在地”生根发芽，实现城乡

稳定高质量发展才是其真正目的，也是区

域文旅经济发展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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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尔滨文旅脱颖出圈 看在地文化如何在地发展

开年以来，文旅行业在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带动下，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和勃兴态势，成为大众

目之所及最火爆、最内卷的行业。“冰城夏都”哈尔滨凭借其独特的在地冰雪旅游产品，提供场景

式、沉浸式、引游客与当地民众深度融合共鸣的文化旅游体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和创新力，

刷新了历史记录，成为了行业标杆。冰雪旅游的火热出圈是哈尔滨举全城之力精心谋划的结果，利

用在地文化，凸显城市标识，让在地文化“在地”生根发芽，实现城乡稳定高质量发展才是其真正

目的，也是区域文旅经济发展长久之计。

一、明确目标定位 抢抓即时机遇

厚植冰雪优势，释放冰雪红利。哈尔滨市依托当地冰雪资源，对冰雪产业进行了整体规划，目

标到2025年要建设一批冰雪旅游度假地和冰雪运动基地，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冰雪企业

和知名品牌，冰雪产业总产值达到750亿元；到2030年，冰雪产业总产值要突破1500亿元。

在冰雪季到来之前，哈尔滨和黑龙江文旅部门就已经提前布局，到北京、广州、重庆等大城市

进行宣传推广，并在网络社交媒体、旅游体验设计方面给外地的游客做足了心理预期。仅元旦假期

短短3天，哈尔滨冰雪旅游总收入就达59.14亿元。1月1日至14日，哈尔滨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98.7

万人次，同比增长55.1%。在地旅游火爆致旅游市场相关经营主体的注册登记数量大幅增加，据哈

市市场监管局统计数据显示，1月1日至15日，市内新登记经营范围中含“旅游、住宿和餐饮”的市

场主体927户，同比增长161.86%。根据携程发布的《2024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显示，哈尔滨旅

游热度从元旦延续至春节假期，春节期间哈尔滨旅游预订订单同比增长超14倍，超全国增速两倍。

面对较大客流量，哈尔滨筹备工作充分，反应准确迅速，配套设施完善，接待能力较高，显然具备

了承接如此流量的实力。长远来看，也为2025年亚冬会的举办提前打实基础，预埋潜在流量。

面对舆论流量来袭，从最初不计较票务得失、文旅部领导现场办公、低姿态高效率处理问题，

到不断为游客提升服务体验，哈尔滨步步做法都在传递城市温暖，优化当地旅游市场。从人造月亮、

土豆大棚、摆盘冻梨、飞马踏冰等各种创意服务，种种有求必应且让人舒服暖心的宠粉举动，让这

个城市成为了今年冬天的顶流，城市整体形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尔滨冰雪节”最早创立于

1985年，是在当地每年冬季传统的冰灯游园会基础上创办的，2001年与黑龙江国际滑雪节合并，更

名为“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每年哈尔滨都要为冰雪节投入巨资，为游客展示众多只有两三个

月生命期的冰雕、雪雕景观。在固定地点的季节性产品投入，更需要抓住即时机遇，最大限度地提

升热度吸引更多游客关注前来，并持续做好品牌口碑，让民众一到冬天就能联想到哈尔滨冰雪文化。

变成品牌IP，形成消费习惯，产生路径依赖，为每年冬天东北地区的冰雪旅游做好铺垫，带动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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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可持续扩大发展。

二、开发地域资源 体现当地风情

不仅仅局限于旅游，哈尔滨以冰雪为锚点，以冰雪经济融合全域，带动整个城市的全面发展，

致力于成为一个集冰雪文化旅游体育名城、冰雪文化体验和传承地、国内冬季旅游首选地、国际冰

雪经济示范地于一体的冰雪文化之都。通过彰显城市风貌，体现人文风采，开发地域资源，体现当

地风情，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多层级、品质化的消费需求，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潜力，最终

使其成为城市复兴、经济增长与文化创新的新引擎。

在地文化发展需要特色化、当地化、品牌化，同当地具体实际相结合，同在地优秀文化相结合。

从哈尔滨案例来看，其将自然旅游资源、冰雪相关产业和当地人文文化结合，以冰雪文化旅游经济

带动整个地域产业经济发展。为推进寒地冰雪经济加快发展，探索“冰雪旅游+美食”、“冰雪旅

游+温泉”、“冰雪旅游+民俗”、“冰雪旅游+亲子”、“冰雪旅游+购物”、“冰雪旅游+运动”、

“冰雪旅游+研学”等新业态，打造一批新品牌，从而真正形成冰雪竞赛表演及教育培训、冰雪文

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冰雪产业的全产业链条。

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发布《2024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指出，在政策红利、需求释放和产品

创新等因素激励下，2023—2024冰雪季全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有望首次超过4亿人次，冰雪休闲旅

游收入有望达到5500亿元。在调查中，66.2%被调查者希望在2023—2024冰雪季体验冰雪休闲旅游

活动，其中，42%被调查者希望能够进行远距离的冰雪休闲、冰雪旅游。冰雪旅游发展呈现出自由

行增长迅猛，团队游小团化和碎片化成新趋势，80后、90后为主力，近悦远来、南客北上成为新结

构。更沉浸式的在地体验感、更深层次的产业融合、更多的产品创新、更高的品质分享、更广泛的

大众参与、更有温度的人文文化氛围，正在成为中国冰雪旅游发展的新趋势。开发地域资源，体现

当地风情，提升城市吸引力，培育壮大冰雪产业，让冰天雪地成为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金山银

山”。

三、整合创新机制 形成产业集群

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强化顶层设计，密集出台规划、方案、政策和措施，积极扶持冰雪旅游项

目主体，对冰雪旅游发展愿景和目标进行精心设计和周密擘画。从黑龙江省到哈尔滨市，早早就开

始为扭转当地文旅业的一些顽疾，做出了制度性的改革。

黑龙江建立省级“旅游联席会议机制”，由省长牵头，省委宣传部长和主管副省长召集，统筹

全部涉及旅游的部门。文旅部门联合交通部门打击黑车，联合商务部门推出促销活动，联合市场监

管部门查处宰客行为，联合教育部门开展游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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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设立“先行赔付”的机制，在游客和商家发生纠纷时，由政府出面先行垫付，后再调查

具体情况。哈尔滨还把国有文旅资源整合，成立文旅投资集团，把冰雪大世界、太阳岛、大教堂、

亚布力滑雪场等热门项目统一整合管理，整体策划。努力改善消费环境，通过信函回应游客，组建

高效服务保障专班，倡导住宿餐饮购物等行业诚信经营，强化对景区、宾馆、饭店、出租车等重点

部位和重点环节管控约束，组织动员志愿者义务服务、竭诚奉献。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传统的陈陈

相因的旅游发展路径，为创造性发展以冰雪旅游为主体的接触型服务业探索出一条新路。

哈尔滨冰雪经济的成功充分说明，让在地文化“在地”生根发芽，需打破陈旧观念与僵化体制、

整合创新机制，利用区域优势、明确城市目标定位、把握重点及时抢抓各种流量机遇，持续开发具

有当地风土人情的特色旅游资源，形成相对规模的产业集群效应，给游客带来深度沉浸式在地文化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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