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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现冰雪消费“反季热”

““冷经济冷经济””如何释放如何释放““热效应热效应””？？

江苏首个地下高铁站啥样？
通苏嘉甬高铁增设苏州东站近

日获得批复，这对苏州打造国际性
铁路枢纽城市、优化综合交通布局
具有重要意义。抓人眼球的，还有
苏州东站是江苏首个地下高铁站。

苏州东站新建房屋总建筑面积
25.02万平方米，车站总规模按4台
9线设计，位于园区桑田科学岛核
心区域，生物产业园西侧，北接独墅
湖大道，南临吴淞江，区域位置优
越。这座地下高铁枢纽，汇聚了高
铁、城际铁路、市域轨道、城市轨道，
开通后将带来极大的出行便利。

地上 1 层，地下 3 层（局部 4
层），基于“站、产、城、人+N”开发的
新一代TOD理念开发设计，苏州东
站集车站、商业、酒店、研发办公、居
住、城市综合服务配套等于一体，这
座高铁“城市会客厅”将带动吴淞湾
未来城核心地块综合开发，打造站
城融合开发新典范。

高铁站为何要往地下建？
“高铁站怎么建到了地下？”官

宣之后，很多网友对江苏首个地下
高铁站充满好奇。

项目建设要严格控制用地增
量，优化用地布局，加强土地利用和

城市交通的相互协调，完善公共服
务设施配套，抓好城市特色塑造和
开敞空间建设等。《如通苏湖城际铁
路苏州东站（桑田岛站）与通苏嘉甬
铁路同步实施工程环评公示》中显
示，车站主体工程的建设不涉及新
增永久占地，完善了交通运输系统
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与之相符。
同时，地下车站工程发挥了铁路枢
纽基础设施对空间布局的引导作
用，提升了城市铁路交通系统的综
合服务水平等。

“包括高铁和地铁，我们早期的
建设不大注意空间的有效节约利
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南通大学
长三角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何建华分
析称，现在的高铁建设理念发生变
化，比如苏州东站的建设理念，就把
地下、地面、地上的空间都充分利
用，这是一个趋势，可以提高土地利
用的效益。

地下交通枢纽开启城
市交通新样态

地下交通枢纽，地上摩登新
城。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
站主体结构已完成九成多，未来将
开发139万平方米的办公、商业空
间和酒店、公寓，建成后将成为亚洲

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出了地铁就是高铁站，下了高

铁就能坐飞机，丝滑换乘可以“零距
离”体验。同样正在建设中的济滨
高铁遥墙机场站深入地下20米，是
济南第一座地下高铁车站，未来将
与多条地铁线共同并入机场综合交
通枢纽，实现公铁空等多种交通方
式的“无缝换乘”，同时增强机场枢
纽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

而早在2015年 12月开通运营
的深圳福田站，是我国第一座深埋
于城市中心地下的铁路车站，有多
条地铁经过，建成时是亚洲最大的
地下火车站。

对于刚获批的苏州东站来说，
它立足苏州工业园区，辐射苏州主
城，将大幅提升园区及周边居民对
外出行的便捷性，更好服务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大都市圈建设。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和
“先行官”。“除了提高土地投入产出
效益，在当下，产业、枢纽、城市、人
的融合发展是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面向未来，高铁站不单是人流疏散、
聚集的场所，还是提高城市功能，聚
集要素资源的重要所在。”何建华表
示，站城融合发展从交通网络、城市
产业等方面着力，正在让城市功能
更加完善、更有活力。

江苏首个地下高铁站苏州东站引关注

高铁站为何流行向“下”生长？
苏州东站“进度条”再刷新。近日，通苏嘉甬高铁增设苏州东站获国铁集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复。根据

批复，苏州东站是全省首个地下高铁站，力争于2027年通苏嘉甬高铁开通时同步启用。
向地下掘进的高铁站是什么样子的？国内已有多个城市建设地下高铁站，北京、深圳、济南均有布局。高铁、地

铁、飞机丝滑换乘，复合车站、商业、文体等功能……地下高铁站正在成为站城融合开发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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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季玩雪”成避暑新亮点
今年暑期，位于上海市闵行区

的华润上海万象城冰场十分热闹，
平均每天接待超340人次，较去年
同期显著增长。消费者中，约80%
是前来训练滑冰、冰球等项目的青
少年学员，除了上海本地居民，还有
来自浙江、江苏等地的游客。

此外，“反季玩雪”成为这个暑
假不少人休闲娱乐的新选择。在湖
北武汉，不久前正式开业的湖北文
旅·武汉冰雪中心已累计接待游客
超2万人次，飘雪广场、极光穹顶等
室内景观成为“打卡”点；WS热雪
奇迹单日接待量一度突破4000人
次，极速雪圈、冰滑梯等项目吸引年
轻人结伴体验。

在我国北方，西安热雪奇迹室
内滑雪场进入暑期后热度攀升，今
年7月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其
中 21 岁至 35 岁的客群占比超过
50%。来自山东的大学生任佳伟，
今年暑假专程策划了4天的西安滑
雪之旅。“现在室内滑雪场越来越完
善，一年四季想滑就滑。”任佳伟说。

携程平台上，今年 7月滑雪相
关产品搜索量环比6月增长89%，
其中室内滑雪订单量上涨70%。去
哪儿数据显示，7月以来室内滑雪、
滑冰、冰球等冰雪运动类旅游产品
预订量环比6月增长四成以上。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肖
鹏说，北京冬奥会后，不仅北方冰雪
经济持续发展，南方也逐渐进入规
模发展阶段，特别是上海、广东、浙
江等南方地区居民，更青睐暑期“反

季”冰雪活动，形成避暑新亮点。

设施扩容产品更丰富
近年来，从观赛到亲身体验，从

观光到专业运动，我国冰雪爱好者
群体不断壮大。各地冰雪设施持续
扩容，“接住了”并“创造着”人们持
续增长的需求。

“一方面，暑期高温天气频发，
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人们的避暑需
求，使得民众对冰雪运动的兴趣度
和参与度提高。另一方面，冰雪项
目的产品供给越来越丰富，满足了
冰雪爱好者的多元需求。”肖鹏说。

在西安热雪奇迹，初级、中级等
专业雪道上，滑雪爱好者脚踩雪板在
飞驰。一旁占地约4000平米的雪上
乐园里，小朋友、年轻人欢乐玩雪。

西安热雪奇迹项目总经理李雅
娟说：“如今冰雪运动对很多年轻人
而言既是体育项目，也兼具社交属
性。作为雪场，我们也考虑兼顾滑
雪运动与冰雪娱乐，在今年4月改
造了雪上乐园，希望让初次尝试冰
雪项目的游客也能享受冰雪乐趣。”

不断扩容的冰雪设施，为冰雪
消费增长夯实了基础。如今，武汉
市内的冰场、雪场接近20家，常年
参加花滑和冰球训练人数持续增
长。上海已拥有约10块固定冰场
及数十家室内模拟滑雪场，每年参
加各类冰雪活动的人数超过380万
人次。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卫红分析，各地
新增的室内滑雪场、商场内的滑雪
模拟机等设施，让冰雪“发烧友”一

年四季都可以体验冰雪运动和嬉雪
活动，同时也为传统雪季“锁定”了
更多黏性用户。

推动“冰雪+”全链条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让“冷经济”持

续释放“热效应”，应加快冰雪与商
旅文体展等多个领域深度融合，推
动“冰雪+”产业全链条发展。

记者走访多个雪场了解到，多
元融合的发展方向成为不少从业者
的共识。一些雪场将打造以冰雪运
动为核心、融合多种娱乐方式的综
合体列为下一步计划。

“一站式体验多元业态的消费方
式深得年轻消费者青睐。”湖北文旅
冰雪管理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易兰静
说，武汉冰雪中心计划引入冰雪演艺
秀、冰雪集市、冰雪运动会等活动，并
推出“滑雪夜校”“下班滑雪营”，为周
边居民及上班族提供服务。

推动冰雪运动普及，进一步激
发大众冰雪消费潜力。上海市冰雪
运动协会秘书长沈华介绍，今年上
海将举办多项冰雪运动赛事，吸引
更广大市民群体尤其是年轻人关注
和爱上冰雪运动。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建
议，为“冰雪+”融合业态发展提供
支撑，应培育一批有创新力的冰雪
旅游装备与装具生产商、有文化创
造力的冰雪旅游度假区和主题公园
运营商、有实力的冰雪文化投资机
构和冰雪赛事运营商以及专业生活
服务商，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生
活化”的服务。

据新华社

这个暑期，冰雪运动和旅游休闲消费持续升温，
适应冰雪消费需求的各类服务也日益丰富，比如为
冰雪运动爱好者定期组织活动，提供专业设备、教练
预约等服务。

此外，各地推动滑雪、娱雪与文旅活动、体育赛
事等多元融合，延伸冰雪运动产业链条，“冰雪热”正
从“一季热”向“四季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