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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且 （指客人，读qiě） 了！”立春已过，
哈尔滨最低气温接近零下20摄氏度。亚冬会期
间，34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余名运动员齐聚冰
城，加上各路访客，他们在这冰天雪地之中，体
验了“尔滨”独特的待客之道。

天气虽冷，人很温暖

“冷！冷！冷！”游泳奥运冠军潘展乐10日来
参加“中华体育精神颂”活动，一下飞机就喊出
这句话，“这是我第一次来哈尔滨，作为‘南方
小土豆’，耳朵要被冻下来了，但这边的人都很
热情，让我感觉很温暖。”

此次同行的举重奥运冠军李雯雯已经是第三
次到访。“有机会打卡了哈尔滨很多地标，还担
任了亚冬会火炬传递火炬手，很喜欢这座城
市。”她说，自己家在辽宁，东北人天然的“热
乎劲儿”“嘎嘎得劲儿”。

这个冰雪季，凭借独特的冰雪资源、热情宠
客的“市格”和细致周到的服务，哈尔滨文旅市
场持续火爆，得到越来越多中外友人的关注。

探访美轮美奂的冰雪大世界，漫步游人如织的
中央大街，品尝东北特色的冰糖葫芦、锅包肉……对
于沙特阿拉伯记者法哈德·阿尔鲁巴伊什来说，工作
之余打卡“尔滨”美景、美食，让他感叹“这真
是座宝藏城市”。

“太不可思议了，我竟然在冰雪大世界看到
了我们国家的王国大厦！”法哈德感慨道，哈尔
滨的室外就像一个天然大冰箱，在冰雕建筑方面
简直是天才。园区里45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地标
冰建，传达着这座城市满满的热忱与创意。

“笑脸”亚冬，诚意满满

夜幕降临，位于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的主媒体
中心灯火通明；冰雪大世界里，亚冬圣火绚烂夺
目；吉祥物“滨滨”“妮妮”在赛场内外随处可
见，洋溢着欢乐和喜悦……

根据赛程安排，很多运动员和教练员一到哈
尔滨，就开始紧张有序地备战，还没机会走到大
街小巷领略这座城市的魅力。但在比赛场馆里，
这座城市的温度无处不在。

训练、复盘、指导……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
壶馆，一方不大的天地里，科威特冰壶队教练艾
哈迈德·阿尔沙亚很是激动。

“能在如此高质量的冰壶场地比赛，我们非
常珍惜。有时候因为语言感到不便，但总有志愿
者热心帮忙翻译。”他说，不管是早上九点开
赛，还是深夜离开，只要经过志愿者身边，他们
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一张张笑脸是这座城市的

“表情符”。
亚冬会前夕，很多比赛场馆进行了升级改

造，制冷、除湿、照明、采暖等功能全面提升，
并通过全部安全检测和比赛测试。亚奥理事会副
总干事维诺德“点赞”说：“亚冬会准备得非常
好，一些场馆设施已经达到冬奥会的标准，运动
员们一定会非常乐于在这样的场馆比赛。”

冰雪之魅，收获良多

作为中国现代冰雪运动的发源地，哈尔滨有
着悠久的冰雪运动历史。相比之下，很多来自热
带、亚热带的运动员接触冰雪运动项目时间不
长，对此表示深深的羡慕。

“以前，沙特几乎没人玩冰壶，如今我们已
有300多名冰壶爱好者，但是哈尔滨的人们从小
就溜冰、滑雪，很有天赋。”沙特冰壶运动员侯
赛因·哈加维说，中国已经有超过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让他深受触动，希望能把这份冰雪运动
的热度与活力带回自己的家乡。

距哈尔滨市区约200公里的亚布力滑雪旅游度
假区，是亚冬会雪上项目举办地，这里每年的雪期
长达170天。日本越野滑雪运动员宇田崇二说：

“在亚冬会之前，我从没来过中国。亚布力的滑雪
场是一个绝佳目的地，希望有机会能再来。”

眼下，不同文化在这里交织，不同肤色在这里
相遇，冰雪梦想点亮亚洲，“冰雪春天”暖遍世界。

（新华社哈尔滨2月11日电）

商务部等9单位近日印发《关于增开银发旅游
列车 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实施此行动
计划有哪些考虑？目前我国银发旅游列车开行状况
如何？增开银发旅游列车将给老年人带来哪些便利？
商务部联合相关单位11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回
应外界关切。

“近年来，旅游列车持续发展，服务质量不断提
升，受到‘银发族’游客青睐。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
持续加深，老年消费群体不断扩大。增开银发旅游列
车对创新旅游服务供给、增进老年人福祉、扩大服务
消费具有积极意义。”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说。

什么是银发旅游列车？目前开行
情况如何？

国铁集团客运部副主任朱文忠介绍，旅游列车
可专门根据旅游团体行程需要定制开行方案，具有
路线灵活、多点串连、在途观光、车随人走、昼游夜行
等特点和优势，其中银发旅游列车是主要针对老年
客户开发、满足老年客户特定需求、以老年客户为主
要群体开行的旅游列车。

据介绍，国铁集团2024年共组织开行旅游列车
1860列，是历年来开行数量最多的一年，同比2019
年增长近50%，开行方向主要集中在新疆、云南、黑
龙江等热门旅游方向和线路，运送游客超过100万
人次。通过大数据分析，其中老年游客占比接近
80%，成为铁路旅游列车市场的主要客群。

孔德军说，近年来，依托铁路资源优势，旅游列车
保持较快发展，“熊猫专列”“呼伦贝尔号”“丝路梦享
号”等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2024年全路开行旅游
列车列数，较2019年和 2023年分别增长47%和
20%。但我国旅游列车市场总体仍处于发展阶段，旅游
列车数量和承运量占比较低。随着老年群体的扩大和
文旅消费需求的释放，银发旅游列车发展潜力巨大。

增开银发旅游列车，各部门有哪些
时间表、路线图？

行动计划围绕增加银发旅游列车服务供给、强化
适老化设施保障、提升银发旅游列车服务水平、优化
银发旅游列车发展环境等4个方面，提出了12项重点
任务。

“用三年时间打造银发旅游列车发展新格局。”朱
文忠说，国铁集团计划到2027年完成设计100条以
上铁路银发旅游精品路线，打造160组银发旅游列车
适老型专用车组，银发旅游列车开行规模达到2500
列以上。按照“一省一列”的目标，推出一批铁路银发
旅游的精品线路。配备专业适老化服务管理团队，创
新适老化服务项目，完善列车医疗照顾服务。

推动银发旅游列车与旅游景区合作，是提升银
发旅游列车服务水平的重要环节。文化和旅游部资
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说，将指导各地推出更多老年
旅游线路，串联更多展现各地自然和文化特色的旅
游景区，提升银发旅游列车产品的吸引力。引导各地

旅游景区在落实老年群体优待政策的基础上，出台
更多针对银发旅游专列的优惠措施，如推出铁路与
旅游景区套票等门票组合产品等。支持各地旅游景
区为老年游客提供入园、交通接驳等便利化服务，提
升旅游体验。

文件提出，将银发旅游列车适老化、绿色化、舒
适化改造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支
持范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刘明说，将会
同相关部门对处于闲置低效利用状态、有改造潜力
的老旧列车进行深入系统调查，切实摸清家底。在此
基础上，制定细致、可操作的改造方案。特别是根据
老年游客群体的实际需求，对灯光、扶手、座椅、厕所
等进行针对性的升级改造，使列车真正适合老年人、
便利老年人。在大规模设备更新项目申报工作中，将
银发旅游列车作为文旅领域的支持重点，加大超长
期特别国债的资金支持力度。

银发旅游列车只有老年人可以乘
坐吗？

“银发旅游列车面向的是所有年龄层旅客。”孔
德军说，增开银发旅游列车是在服务各年龄层消费
群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适老化设施和服务，提高
旅游列车对老年旅客的包容性、增强老年人福祉的
一项举措。欢迎大家带着老人、孩子一起选乘银发旅
游列车，在列车上共享天伦之乐。

他同时表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不会挤占春运
等客运高峰时段。老年人时间相对充裕，安排较为灵
活，增开银发旅游列车就是根据这个特点，充分利用
客运非高峰时段，提供更多更好的旅游出行服务。

朱文忠说，目前，国铁集团正在研究修订旅游列
车的管理办法，拟根据旅游需求季节性差异，采取更
加灵活的差异化价格策略，特别是在旅游淡季加大
折扣力度，鼓励更多银发群体错峰出行。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来 到 冰 城 ， 感 受 热 度
——“尔滨”的“且”这样说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沈易瑾

2月11日，民间艺
人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
区秧歌大拜年活动中表
演洛川蹩鼓。洛川蹩鼓
于 2006 年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当日是农历正月十
四，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康巴什区举行
2025 年秧歌大拜年活
动，洛川蹩鼓、高跷走
兽、清徐徐沟背铁棍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以及多项精彩民俗
社火表演轮番上演，吸
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
观看，欢乐闹元宵。

新华社发（王正摄）

在哈尔滨亚冬会冰壶赛场上，每场比赛开始前，都能看到一位制冰师推
着修冰车，在冰道上来回行走，修理冰面。清理冰屑后，制冰师背着水箱，
手握喷头，脚步均匀在冰面上一边倒退，一边“打点”，让冰面恢复到最佳
状态。比赛开始后，制冰师团队负责人杜伟拿着秒表，不时在赛场边关注冰
面情况。

磨壶、喷漆、压修冰车、补水、修冰、打点……在对冰面要求非常严格的冰
壶项目中，一批“守冰人”日夜坚守赛场，为运动员们提供适宜的比赛场地。

杜伟介绍，冰壶场地的冰面非常敏感，天气变化、场内人数等都会对冰
面产生影响，制冰团队根据收集的数据，实时调控制冷、除湿、排风等系
统，保证冰面的滑涩度处于标准范围。

冰壶赛场的冰面远看光滑平整，实则分布着整齐排列的冰点，一个个冰
点是比赛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冰壶实际上是在冰点上滑行，如果没有这
些冰点，‘大力士’也很难将冰壶推远。”杜伟说，制冰师在打点时要背40
斤左右的工具，用凉水和热水分别打点。

打点后，工作人员还会用冰刀削去冰点的冰尖，让场地更加顺滑。“我
们需要给削去的冰屑称重，以此判断场地的滑涩度。”杜伟说。

调控整体，把控细节，制冰团队每天在比赛开始前两小时开始工作，在
全部比赛结束检查冰面后离开。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运动员的认可。中国队
队员姜嘉怡说：“冰面的滑涩度很适宜，弧度也不错。”

2024年12月，制冰团队入场制冰，用15天左右的时间“从零开始”，
将原场馆改造为标准冰壶比赛场地。制作底冰、测量场地、调控温度……来
自德国的首席制冰技术员约阿西姆向记者展示着手机里场馆一步步“变身”
的照片。

“我从29岁开始练习冰壶，曾是建筑工程师，也是冰壶教练，参与制冰工
作可以发挥我的职业特长，这也是我的热情所在。”75岁的约阿西姆身着红色
上衣，仔细清理着冰刀上的碎屑，他的手上还有此前被冰刀划破的伤口。

“冰雪赛事举办时间经常和中国春节重合，制冰师大都多年不能在家过
年。”44岁的杜伟接触冰壶已20多年。上大学时，他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偶然
读到一篇名为《奥运有金 中国无队》的报道，讲的正是冬奥会比赛项目的冰
壶。深受触动的杜伟给报纸上的冰壶俱乐部打了电话，从此与冰壶结缘，开始
练习、爱上冰壶，“冰壶就是我的生命”。

从冰壶爱好者到制冰师，杜伟参与过有关冰壶的各方面工作，也见证了
中国冰壶运动的发展。

“现在练习冰壶的人越来越多，国内冰壶场馆也越来越多。这次制冰团
队中有不少年轻人，他们能在实践中积累制冰经验，提高中国的制冰水平，
将来参与到更多的国际赛事中。”杜伟说。

（新华社哈尔滨2月11日电）

冰壶赛场上的“守冰人”
●新华社记者 戴锦镕 魏婧宇

2月12日，中国选手赛后合影庆祝。
当日，第九届亚冬会滑雪登山混合接力决赛在亚布力举行。中国组合次旦

玉珍/布鲁尔、于婧萱/毕禹新、索朗曲珍/刘建宾分别获得冠、亚、季军。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我国将增开银发旅游列车

如 何 便 利 老 年 人 出 游 ？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韩佳诺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李国利 邓孟）记者
12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经公开
征集评选，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
球车名称已经确定，登月服命名为“望宇”，载人
月球车命名为“探索”。

目前，望宇登月服和探索载人月球车已全面进
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继2023年首次公开征集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
飞行器名称后，2024年9月至10月，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先后启动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
载人月球车名称征集活动，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
和热情参与，共收到来自航天、科技、文化传播等
领域的组织机构与社会各界人士的9000余份投
稿。经专家遴选评审，将登月服命名为“望宇”，
将载人月球车命名为“探索”。

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的名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望宇”寓意遥望宇
宙、探索未知，与执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飞天”

舱外服相呼应，寓意在实现飞天梦想、建成“太空
家园”之后，中国载人航天踏上了登陆月球、遥望
深空的新征程，也传递出中国发展航天事业始终坚
持和平利用太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的
坚定立场。“探索”寓意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实践，
鲜明体现月球车将助力中国人探索月球奥秘的核心
使命与应用价值，与“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
业、建设航天强国”的航天梦高度契合，彰显中国
载人航天勇攀高峰、不懈求索的创新精神。

“望宇”“探索”！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名称正式确定

把面团捏成灯台的形状，插上灯芯，
上锅蒸熟后倒入食用油点燃，待食用油烧
尽后食用……近日，记者来到山东枣庄滕
州市，与枣庄面塑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梁军一起制作面灯面塑。

“今天我们用的材料是小麦粉，做出
来的面灯是白色的，叫作‘银灯’。如果
用玉米面，做出来黄色的面灯，就叫‘金
灯’。还有用荞麦面做的‘铁灯’。”梁军
说，面灯面塑历史悠久、传播地域广泛、
种类繁多，他教记者制作的是代表月份的
面灯面塑。只见梁军将面团捏成灯台的形
状，又在边缘捏出小角，有几个角就代表
几月。如果有闰月，就要多做一个对应月
份的面灯。塑形完成后，梁军在面灯中央
插入灯芯，把面灯放入蒸锅。

面灯很快蒸熟，随后，梁军在面灯中
倒入食用油点燃。“以前老人们一边拿着面
灯在孩童眼前来回晃几下，一边念叨‘小孩
小孩照照眼儿，三年不害眼儿’，希望孩子
不患眼疾、不近视。”

待油燃尽后咬下一口，被火烤过的部
分焦香酥脆。“这是嘴馋的小孩经常做的
事，正宗的吃法是把面灯切成薄片，像面
叶一样煮着吃，或者放点蒜苗炒着吃。”
梁军笑着说。

梁军的母亲曾是一位做面塑的高手，
常有乡亲拿着面团来到他家让帮忙制作面
塑。长大后的梁军将这门老手艺继承下
来，并一直在尝试创新。他大胆将新的材
料和现代设计理念融入其中：在材料中融
入轻黏土、现代防腐材料和综合装饰材
料，让作品更轻盈坚固；利用铁丝、木棍
等为作品制作“骨架”，打破了传统面塑

的大小限制；在人物造型方面，他借鉴了
动漫插画的设计和上色风格，让人物姿态
更多变、表情更灵动。

在张汪镇杨楼村古薛文化展馆，梁军
以童年时在奶奶家过春节的记忆为原型创
作的作品《除夕农家院》，诉说着一代人
的回忆：除夕的农家小院里，大雪压弯了
树枝；屋里墙上的话匣子播放着新闻，大
粮缸里粮食满满当当，屋檐下挂满腊肉和
咸鱼；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包饺子，小孩
在雪地里追逐打闹，放着鞭炮；门口贴着
新春联，浆糊还没干，大红灯笼在寒风中
晃动……

“‘翻新’传统面塑，最重要的是让
它保留乡愁记忆和传统文化的内核。”梁
军一直在研究传统艺术作品，从中汲取创
作灵感。他的面塑作品《明清时期南北大
官道实景图》，借鉴《南巡纪道图》《清明
上河图》设计制作城市风光、街市店铺、
桥梁河道、车马船只、人物形象等，借鉴
《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水设色，把四季
景象融入到整个画面。同时，他采用了传
统国画的散点式构图和平面、立体相结合
的表达方法，一步一景，层次丰富，生动
地描绘了明清南北大官道的繁荣景象。

梁军说，他想让更多的人看到面塑的
“新面貌”。不久前在滕州市美术馆举办的
“非遗进展馆”活动中，梁军一边指导孩
子们制作面塑，一边讲述自己和面塑的故
事。家长张昊德惊喜地说：“这门老手艺
不仅珍藏着历史和文化，还能和现代审美
巧妙融合。我想和孩子一起继续学习面
塑，用面塑留住美好的回忆。”

（新华社济南2月11日电）

藏 在 面 灯 面 塑 里 的 乡 愁
●新华社记者 丛佳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