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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雪 场 当 教 练我 在 雪 场 当 教 练
耿丹丹

新疆雪季漫长，从每年的 10 月下旬

一直持续到次年 4 月。每到冬季，在各大

雪场，雪具大厅人流蜿蜒，缆车吊厢循环

攀升，魔毯传送带载满雪友，远处山脊上

跃动着俯冲滑雪者的彩色身影。

地处中国西北地区，新疆冰雪资源得

天独厚。天山和阿尔泰山脉的“粉雪”久

负盛名，雪质轻盈、干燥，适合滑雪运动。

好口碑和好资源的吸引力，让“到新疆滑

雪”的热度持续攀升。在新疆冰雪经济蓬

勃发展的浪潮中，一群年轻人正以不同姿

态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冰雪传奇。

从爱好到事业

从最初的滑雪爱好者到雪具店经营

者，再到如今的滑雪培训机构负责人，吴

文博用 13 年时间完成了从滑雪小白到行

业深耕者的蝶变。

1990 年出生的吴文博，滑雪生涯始于

大学毕业后。2012 年，他第一次踏上雪

场，“那时滑雪的人不算多，在雪地上驰骋

的感觉令人很上瘾”。

彼时新疆的滑雪产业还处于起步阶

段，两年时间，与吴文博一起滑雪的小伙

伴靠着自学掌握了一定的滑雪技能，但明

显感觉专业性不足。“当时国内滑雪教学

资源有限，新疆就更少。我们为了提升滑

雪水平，请了一位经过美国 AASI（美国滑

雪教练协会）认证的教练。”通过专业的学

习培训，吴文博考取了一级滑雪教练证，

这段经历也为他之后从事滑雪教学和培

训奠定了基础。

10 年 前 ，单 板

滑雪还属于小众运动，参与者寥寥无几。

那时，单板装备的获取渠道十分有限，常

常需要费尽周折才能买到合适的装备。

为了更好地体验滑雪，吴文博开始给自己

和身边的雪友找渠道代购雪具。久而久

之购买量越来越大，他在乌鲁木齐人流量

最大的滑雪场之一——丝绸之路山地度

假区开了第一家雪具销售店，主要销售单

板、雪服、雪具等。随着来新疆滑雪的人

数逐年增加，从 2014 年到 2018 年吴文博

的雪具店也从 1 家变成了 3 家。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提

起‘翔翔’都有耳闻。”滑雪技术好的“翔

翔”逐渐在雪友圈中声名鹊起，吴文博的

雪具店也成为滑雪爱好者的聚集地。店

里不仅卖装备，还总有滑雪爱好者“上门”

请教，代课也成了他的冬季业余规律生活

之一。

“随着滑雪运动的普及，系统化的培

训将成为趋势。”凭借多年在冰雪行业的

摸爬滚打，吴文博意识到：是时候了！

目前新疆滑雪场数量已达 101 家，但

新疆的滑雪培训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小，培

训市场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系统化教学是

吴文博进入新赛道选择的方向。今年1月，

他与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合作成立滑雪

培训机构，并聘请了 10 名滑雪教练。

“滑雪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技巧的运

动，我希望让更多人感受滑雪的乐趣。”作

为新疆滑雪产业的见证者，吴文博心里有

憧憬，也有坚持。当然，吴文博也意识到

目前滑雪培训市场存在的问题——夏季

空 白 期 太 长 。 对 此 ，吴 文 博 想 好 了 对

策：夏季做网球培训，以满足市场的多样

化需求。

“我们的滑雪教练基本是‘95 后’，

而 且 大 部 分 都 是 体 育 专 业 毕 业

的。运动是相通的，他们更

能 适 应 新 的 运 动 方

式 。”吴 文 博 说 ，

如 今 ，越 来

越多的传统体育人在滑雪赛道里找到了

新方向。

从跑道到雪道

清晨的阳光洒在可可托海滑雪场的

雪道上，“95 后”魏强正带着学员进行当

天的第一堂滑雪课。这位体育教练在过

去 3 年里完成了新身份的转变——从传

统体育训练转向冰雪赛道，成为一名滑雪

教练。

如果说吴文博见证了新疆冰雪产业

的萌芽与生长，那么魏强的转型则折射出

传统体育人拥抱冰雪经济的时代印记。

当“三亿人上冰雪”的愿景照进现实，越来

越多像魏强这样的跨界者，正将专业技能

注入冰雪赛道，推动新疆滑雪教育的专业

化升级。

“2020 年我第一次踏上雪板时，专业

滑雪教练还很少。”原本在克拉玛依市从

事篮球、田径培训的魏强敏锐抓住滑雪教

学机遇，在 2022 年考取了滑雪教练证，并

开启了滑雪教学之路。

魏强所在的克拉玛依龙山滑雪场尽

管规模不大，但有滑雪热情的孩子却不

少。“第一年带了 10 多个孩子，第二年规模

相当。今年只带了不到 10 个，主打精品

班。”克拉玛依的滑雪场冬季开放时间短，

因此，除了在克拉玛依教学，魏强冬季几乎

都待在阿勒泰。“阿勒泰滑雪场多，滑雪场

景丰富，游客也更多。”在可可托海滑雪场，

魏强开设了私教服务，精准锁定追求深度

滑雪体验的中高端客群。通过推出差异

化的产品和服务，魏强在滑雪教练这个日

趋激烈的竞争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每到滑雪旺季都能看到雪友排队坐

雪场大巴，这种热情让我看到了市场潜

力。”他透露，不少疆外雪友专程飞赴新

疆，愿意为优质滑雪资源支付溢价，这也

让他更看好未来民宿的发展前景。为此，

去年 8 月，魏强还在可可托海镇投资开设

民宿，打造“滑雪+住宿”的全链条服务。

去年首个雪季，民宿实现 4 万多元营收，

今年雪季预计营收突破 10 万元。

在 魏 强 眼 中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加 入 了 滑 雪 培 训 行

业 。 几 年 前 ，在 龙 山

滑雪场，像魏强一样的专业滑雪教练并不

多，但随着滑雪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教练

数量也逐渐增加。他们虽然来自各行各

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热爱滑雪。“这

是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踏入

这个领域。”魏强说。

新疆优质的冰雪资源也助力当地的

冰雪运动不断向学校推进。近年来，新疆

推广“冰雪进校园”，推动青少年冰雪人才

培养。这位冰雪探路人也正筹划着提升

自己，进一步优化课程，培养更多滑雪“小

苗子”。“我也希望更多孩子从滑雪开始，

爱上更多体育运动。”魏强望向远处绵延

的雪道，眼中映照的是冰雪经济的未来

图景。

从西北到东北

3 月中旬，任轩媛踏上了从吉林返回

乌鲁木齐的飞机。“雪季基本结束了，回家

调整一下，等待下个雪季的到来。”对“00

后”任轩媛来说，滑雪更像是一场必然的

热爱。

以任轩媛为代表的新生代，赶上了冰

雪经济的热潮。新生代的滑雪大军为冰

雪产业注入了更多活力。

2022 年，任轩媛第一次踏上雪场，用

手机为朋友们记录下滑雪的瞬间。那时

的她或许并未想到，自己会成为雪场上备

受追捧的摄影师。

“上学期间我学了摄影，2023 年初，接

了一个滑雪俱乐部的拍摄活动，积累了雪

场拍摄的宝贵经验。”雪场拍摄让她与滑

雪结缘。彼时，任轩媛的滑雪水平并不

高，以拍摄静态照片为主。凭借对滑雪的

热爱和不断地练习，她逐渐开始尝试视频

拍摄，并很快就能在雪道上自如地穿梭，

用运动相机捕捉滑雪者的精彩瞬间。

2023 年雪季，新疆冰雪旅游消费市场

呈现爆发趋势，被誉为“人类滑雪起源地”

的阿勒泰更是众多雪友心中的圣地。任

轩媛也在这一年转战可可托海滑雪场，这

里的雪场规模更大，客流量也更多。

她在这里精进滑雪技术的同时，拍

摄了不少滑雪视频分享到社交平

台上，没想到火了起来。她也

由此结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

的滑雪爱好者，不少人专门通

过网络账号找她拍滑雪照。

“ 除 了 跟 拍 ，我 还 教 人 滑

雪，最开始是熟悉的朋友，后来

有一些跟拍的客人也会让我教，

把滑雪技巧教给别人挺有成就感

的。”一到冬季，任轩媛最喜欢“泡”

在雪场，一边拍摄，一边教人滑雪，乐

此不疲。

去年 7 月毕业后，任轩媛毫不犹豫地

选择成为一名全职雪场摄影师。近两年，

新疆滑雪热度持续攀升，滑雪跟拍摄影师

数量也在增加。随着新疆雪场的竞争加

剧，任轩媛又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

东北寻找新的机会。今年 1 月底，她与熟

识 的 朋 友 一 起 到 了 吉 林 市 的 松 花 湖 滑

雪场。

“松花湖滑雪场的雪道与新疆差别

不大，交通很方便，饮食也不错。”为了方

便拍摄，任轩媛在雪场附近租了个公寓，

走路到雪场 10 分钟的路程。“虽然这里

竞 争 也 很 激 烈 ，但 我 有 不 少 固 定 的 客

源。”如今，任轩媛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有

5000 余名粉丝。同时，她在松花湖滑

雪场也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

轻人，他们同样热爱滑雪，并且不

少人以此为职业。“大家虽然来

自天南海北，但都做着自己喜

欢的事。”

说起夏季的打算，任轩媛

准备 4 月去上海的室内滑雪

场体验一段时间。“这两年各

地的室内滑雪场大火，我也

想去体验一下。”在任轩

媛看来，滑雪不仅是一

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

方式。她相信，随着滑

雪运动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人会爱上这项运

动，而她也将继续在雪

场上记录这些美好的

瞬间。

净菜小份菜是谁的菜

梁

婧

生活中，我们常面临各种消费抉

择，净菜和小份菜的兴起，正悄然展

现出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考量。

过去，传统菜量往往偏大，尤其

是外出就餐或者点外卖时，人们为

了丰富选择会多点几个菜，但往往

吃不完造成浪费。以更亲民的价格

和更合理的分量出现的小份菜，让

消费者花更少的钱品尝多样菜品，

可谓一举多得。无论是个人用餐还

是家庭聚餐，小份菜都精准地契合

了人们在控制开支与减少浪费之间

的平衡需求，成为节俭与环保理念

在餐桌上的生动体现，既是对资源

的珍视，也是对钱包的呵护。

再看净菜。随着生活节奏加

快，时间成本成为消费者的重要考

量。购买普通蔬菜后，择洗、切配等

繁琐工序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对

于忙碌的上班族而言，这些时间本

可以用于休息、陪伴家人或是自我

提升等。净菜的出现有助于解决这

一痛点，精心处理开袋即烹的净菜，

极大节省了准备食材的时间和人力

成本。即便净菜相较于普通蔬菜价

格偏高，却依然备受消费者青睐。

省钱的小份菜和“偏贵”的净

菜，背后都是消费者理性权衡的结

果。本质上都是人们在经济决策中

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表现。

消费者在面对选择时，并非仅

仅着眼于当下的价格高低，而是全

面考量了金钱、时间、资源利用以及个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

打个比方，净菜在生产过程中通常根据需求精准定量，减少了

因储存不当或采购过量导致的浪费。从这个角度看，消费者

为净菜支付的额外费用，实则是在为便捷生活方式和高效时

间利用买单，旨在寻找经济支出与生活品质的契合点。

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不再盲目追求产品的数量，

而是更加注重其品质和实用性，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推动市

场向更加绿色、高效、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净菜和小份菜的流行，是消费市场的良性变革，彰显了消

费者理性消费的成熟智慧。它们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省钱、环

保、方便等多元需求，更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生动注

脚，引导我们在日常消费中践行绿色生活理念，实现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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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孩 子 ”们 上 高 铁
勾明扬

“终于可以带着我家狗一起坐高铁

了！”G119 次列车旅客崔娜灿烂的笑容里

满是幸福。

与往日不同，4 月 10 日早上，北京南

站的中铁快运营业部里，传出了许多小猫

小狗的声音——京沪高铁宠物托运服务

试点运行首日。曾经为出行发愁的养宠

人，终于等来了一场“携宠同行”。

4月 9日晚上，崔娜发了条朋友圈：“收

拾行李，明早赶高铁去，体验人宠高铁同

行！”崔娜是一名宠物行业培训老师，经常

需要带着狗去上课。“之前坐飞机或开车

带宠物出门都挺累的，这次看到高铁开通

宠物托运服务，我卡着点抢票，一定要体

验一把！”崔娜自豪地说：“我家宠物是一

只美国可卡犬，现在它可是‘高铁人宠行

首发第一狗’了，第一个上车，第一个用新

箱子。”

G119 次列车另一位托运宠物的旅客

唐亚龙的小猫名叫栗子，是一只 1 岁大的

阿比西尼亚猫。“之前有个在济南的朋友

一直想见见我家小猫，可惜带着它出远门

不太方便，朋友只能‘云撸猫’。我这次正

好要去济南出差，前两天一得知高铁能托

运宠物就赶紧申请了，带着小猫体验一下

新服务。”唐亚龙说。

“之前我们也了解过，铁路有绿皮火

车的托运方式，但是时间相对较长，一直

不敢尝试。现在有了高铁托运后，不仅速

度上快了很多，而且安全性和舒适度都有

很大改善。”唐亚龙指了指旁边的高铁专

用宠物运输箱说，刚才让栗子进去体验了

一下，里面的空气、温度、隔音效果都很不

错，内部空间大小也合适。

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

理张磊说，高铁专用的宠物运输箱自带空

气循环系统并且具有含氧量和温湿度监

测及降噪、除味等功能，存放于独立的高

铁快运柜内。每次托运完毕后，工作人员

都会使用宠物消毒剂和除味剂对高铁快

运柜以及宠物运输箱进行清洁、消毒、除

味，保证列车环境干净卫生，不会影响其

他旅客的乘车体验。

9 点 24 分，列车载着旅客和 3 只“毛

孩子”准时从北京南站启程。途中唐亚

龙给朋友发了一张高铁快运柜的照片。

“我家栗子就在这个可通风的柜子里，每

个柜子里放了一只托运的宠物。乘车过

程中我们是不能探视的，说实话还有点

心痒痒，想看看栗子在里面状态咋样，但

也能理解，这是为了保证所有乘客和宠

物的安全。”

作为高铁托运宠物健康方面的技术

专家，北京农学院动物医院副院长赵恩满

说，每辆列车上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看护

这些“毛孩子”，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

统观察宠物状态，定时巡视检查。而且每

个工作人员手里都有一个报警器，如果有

数据出现异常，报警器都会震动和发出蜂

鸣，提醒工作人员前往查看。“这里的工作人

员都是经过培训和考试后才上岗的，我们

也会给他们提供专业指导。”赵恩满说。

11 点 11 分 ，列 车 准 时 抵 达 济 南 西

站。十几分钟后，唐亚龙和崔娜收到了中

铁快运的短信：您的宠物现已到达

济南西站，请您于 4 月 10 日 18 时

前，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至中铁

快 运 济 南 西 站 营 业 部 接 取 宠

物。唐亚龙说，收到短信他就赶

紧去营业部接栗子了，不到 10

分钟，心心念念的小猫就再次回

到他的怀抱里。

“接到栗子了，很精神，安全

到达！”唐亚龙发来的视频里，

栗子正在东闻闻、西闻闻，感

受着属于它的高铁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