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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东北地区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助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冰雪经济发展

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

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国务院关于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有关部署，

推动东北地区冰雪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成效，制定本实施方案，实

施期至 2027 年。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决策部署，坚持发挥优势、

锻长长板，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东北地区冰雪资源禀赋，

积极把握机遇，把冰雪经济作为新增长点，发展冰雪旅游、冰雪运

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全产业链，努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

雪旅游胜地，将东北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冰雪经济高地，有力促进东

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二、着力提升冰雪旅游品质

（一）建设高品质冰雪旅游目的地。发展冰雪文化旅游和休闲

度假产业，支持以冰雪为主题的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和 A级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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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景区建设，推动黑龙江亚布力、吉林北大湖、内蒙古扎兰屯、辽

宁天桥沟等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建设，升级改造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黑龙江雪乡、漠河北极村、吉林长白山等景区，支持具备条件

的地区培育全球知名冰雪旅游高质量目的地。引导冰雪旅游目的地

从单季开放向四季运营转变，探索发展夏季服务业态，因地因时开

发避暑康养、乡村休闲等旅游度假产品。

（二）丰富冰雪旅游消费场景。推动传统冰雪旅游产品提质升

级，创新冰雕、雪雕、冰灯等冰雪艺术品设计制作，举办滑冰车、

马拉雪橇、冰钓等体验式冰雪活动。探索冰雪旅游新业态、新场景，

开展雪地音乐节、灯光秀、烟花秀等演艺活动，打造冰雪滑梯、冰

雪漂流、雪原穿越等特色活动。组织开展商旅文体健联动的促消费

活动，推动冰雪与当地民俗、美食、温泉等元素融合发展，推广冰

葡萄酒、冷水鱼、冻蘑等东北地区特色农副产品。

（三）加强冰雪旅游市场开发。充分发挥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

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机制作用，积极吸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等地旅客前往东北地区赏冰乐雪。着力吸引国外游客，支持将

哈尔滨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优化调整为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研究推动东北地区过境免签政策联动。支持地方结合实际出台促进

冰雪旅游消费的举措，探索设立地方冰雪日和专门假期。加强与在

线旅游平台合作，拓展冰雪旅游产品销售渠道。

（四）完善冰雪旅游交通设施。结合冰雪资源开发和旅游目的

地建设，加快沈阳至白河高铁、国道 G331 沿边开发开放旅游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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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改扩建等项目建设，推进牡丹江至敦化高铁、新建亚布力机场、

延吉机场迁建等项目前期工作。强化景区至交通枢纽、干线公路以

及邻近景区间连接道路规划建设，打通旅游交通服务“最后一公

里”。优化冰雪旅游旺季交通运输服务，增加列车班次、航线航班，

适需增开旅游专列。探索在交通不便景区发展低空飞行，解决游客

转运接驳问题。

（五）提升冰雪旅游服务水平。完善冰雪旅游景区配套服务，

加强酒店、餐厅、商场等建设，改造提升供水、供热、供气和旅游

厕所等设施。规范旅游服务标准，强化冰雪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管理。

加强冰雪消费市场监管，健全跨区域旅游市场举报投诉联合处理机

制，建立先行赔付等快速处理机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大对场

所设施、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领域安全监管力度，有效防范化解

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六）深化区域冰雪旅游合作。支持东北地区建立冰雪旅游合

作机制，以哈尔滨—亚布力—雪乡—牡丹江—延边—长白山—通化

—丹东—本溪—沈阳—抚顺—吉林—长春—哈尔滨环线为重点，联

动黑河、漠河、呼伦贝尔、阿尔山等地区，共同策划推广冰雪旅游

精品线路。推动各地各类景区、滑雪场等加强合作，共同推出种类

多样的联票、季卡等旅游套餐。加强与华北、西北等地区合作，促

进冰雪旅游跨区域联动发展。

三、加快发展冰雪运动

（七）广泛开展群众性冰雪运动。支持开展大众冰雪季、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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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周等活动，举办群众性冰雪运动会等赛事，开展雪地马拉松、

雪地足球、冰上龙舟赛等休闲体育活动，因地制宜培育具有地域特

色的群众性冰雪运动品牌。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支持有条件

的中小学将冰雪运动教育纳入体育课程。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动中小学与体校、滑雪场、滑冰场等合作开

展冰雪运动教育。

（八）积极举办高水平冰雪体育赛事。支持哈尔滨办好第九届

亚洲冬季运动会，辽宁办好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支持东北地

区申办国际滑联、国际雪联世界杯赛和全国各类冬季项目锦标赛等

重要赛事，引进国际冰球项目等职业联赛分站赛，鼓励通过冠名、

特许经营等方式开发赛事资源。发展冰雪项目竞赛表演产业，创建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九）加强冰雪运动场地设施建设。加快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

季运动会等比赛场馆综合改造，积极谋划场馆赛后利用和多季节运

营。规划建设吉林省冰雪运动中心、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抚

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等项目。因地制宜建设可开展冰雪运动的全

民健身中心和社区健身圈，在公共体育场馆增设冰雪运动场地，建

设户外临时性冰雪运动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公共冰雪场馆向社会免

费或低收费开放。加强冰雪运动场地节能节水技术改造，鼓励地方

结合实际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冰雪运动场地用能用水成本。强化对

运动场所、设施设备等监管，完善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安全保障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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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发展冰雪文化产业

（十）强化冰雪文化展示推广。办好冰雪主题文化活动，扩大

查干湖冬捕节、吉林雾凇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内蒙古冰雪那达

慕等活动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充分挖掘冰雪文化资源，加强冰雪雕

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举办各类展览展示和体验活动。

打造冰雪文旅东北品牌，创新网络直播、短视频等营销方式，提升

国内外知名度。

（十一）创新冰雪文化产品。鼓励创作更多彰显东北地区冰雪

文化底蕴的文学、音乐、影视、沉浸式实景演出等文艺作品，开发

冰雪文化数字创意产品。推出具有冰雪特色的吉祥物、服装、饰品

等文化创意产品。支持长春、哈尔滨等地建设冰雪文化产业园区。

（十二）推动冰雪文化与红色文化、工业文化、各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融合发展。依托相关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冰雪文旅线路，传承

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协同推

进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和冰雪文化发展，鼓励利用老矿区、老厂区、

老厂房等建设冰雪运动场所和研学基地。深入挖掘东北地区各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冰雪元素充分展示各民族传统村落风貌和习

俗、歌舞等文化特色。

五、培育壮大冰雪装备器材等产业

（十三）加强冰雪装备器材研发制造。支持东北地区装备制造

企业联合科研院所等开展冰雪场地设施设备关键技术攻关，重点提

升造雪机、压雪车、制冰机、清冰车、索道缆车等装备研发制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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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壮大个人冰雪运动器材产业，加强冰刀、冰鞋、滑雪板、

滑雪服等产品研发生产。推动冰雪装备器材智能化发展，更好满足

消费者沉浸式体验需求。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冰雪运动装备器材

特色产业园区，引进国内外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支

持建设冰雪装备器材检验检测中心和认证机构，推动认证结果国际

互认。支持骨干企业、科研机构等参与制修订冰雪装备器材各类标

准，加强与国际标准衔接。

（十四）加快冰雪装备器材推广应用。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

为契机，支持符合条件的冰雪文旅领域设施设备更新项目实施。支

持冰雪装备器材企业与滑雪场、滑冰场等密切合作，定制化开发冰

雪场地设施设备，提供长期检测维修、更新升级等配套服务。结合

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开发适应

青少年特点的冰雪运动装备器材，开设公益性冰雪体育精品课程，

提供“产品+服务”解决方案。推动企业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引

导滑雪场、滑冰场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购置冰雪场地设施设备和运动

器材。

（十五）培育发展寒地特色产业。支持黑河、漠河、呼伦贝尔

等地加强汽车、飞机、高端装备等领域耐寒测试能力建设，发展壮

大寒地测试产业。鼓励大兴安岭等地培育引进寒地中药材企业，建

设规模化生产基地，加快寒地中药材产业发展。依托当地气候条件

和能源优势，合理规划建设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积极融入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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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善政策举措

（十六）加强冰雪人才培养。支持东北地区有条件的高等院校

和职业学校开设冰雪经济相关专业，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加强

冰雪旅游服务、赛事策划、设施维护、装备制造等技能型人才培养。

支持黑龙江省建设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加大冰雪运动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养力度，引导冰雪项目退役运动员、专业教练员从事冰雪运动

教育培训工作。

（十七）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冰雪场

地和文旅设施建设。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加大对冰

雪场地开发主体信贷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冰雪经济领域基础设施

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发行上市。鼓励文旅类国

有企业参与冰雪经济发展，积极引进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冰雪资源

开发。

（十八）强化土地要素保障。支持地方对冰雪项目用地优先安

排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合理保障冰雪经济发展使用林地等需求，依

法依规加快办理冰雪产业项目林草地占用、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等审批手续。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符合条件的荒山、荒沟、荒

丘、荒滩土地，以及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广场及城市空置场所等

建设冰雪场地设施。对利用现有山川水面建设冰雪场地设施，不占

压土地、不改变地表形态的，可按原地类管理。

（十九）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加强冰雪体育、文化、人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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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领域国际合作，高质量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

区。办好吉林冰雪产业国际博览会等展会，举办中俄冬季青少年运

动会、中俄界江冰球友谊赛、中俄蒙国际冰雪节等活动。学习借鉴

国外冰雪经济发展先进理念、开发模式和管理经验，持续提升发展

水平。

推动东北地区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东北地区冰雪经济发展工作各方面

全过程。在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指导下，辽宁省、吉林

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精心组织实施。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主动加强指导支持。中

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协调督

促，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重大政策、重大项目要按程序报批，

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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