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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50年一遇晚冬难为滑雪场
滑雪爱好者今冬可能延迟尝鲜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滑雪场12月中旬

“强行”开业

“我的滑雪板都擦了好几次了，

可气温就是不见降，空中一个雪粒也
没有。”11月30日，省城最高气温达

到了18℃，依然没有下降的意思，滑雪

爱好者刘伟安无奈地表示，每年的冬

天都是他的狂欢季节，但看天气这架

势，今冬滑雪尝鲜又得往后推迟了。

记者从省城各大滑雪场了解

到，由于暖冬天气持续时间较长，近

期尚无较强的冷空气和明显降雨过

程，今冬滑雪场开业形势不容乐观。

金象山滑雪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由于滑雪场受天气情况影响很大，暖

冬天气给滑雪场带来了很多隐忧。

卧虎山滑雪场营销部经理曹福

强表示，滑雪场一般都是12月中旬

开业，2009年比较晚，推迟到了12

月19日。今年冬天的天气情况比较

反常，给滑雪场开业造成了很多不

确定因素。

“听天气预报说下周将有一股

冷空气过境，希望气温能够降下

来。”曹福强表示，今年暖冬对雪场

开放确实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由

于地表温度已经下降，只要空气温

度降下来就可以人工造雪，卧虎山

滑雪场争取在12月中旬正常开业。

据了解，虽然天气情况不容乐

观，但省城多数滑雪场都在积极准

备，希望在12月中旬陆续营业。

“暖冬”可能会

增大雪场成本

“如果气温一直较高，没有降

雪，人工造雪成本将增加，而且营业

时间很难保证，雪场利润肯定会受

到影响。”在采访中，省城各大雪场

负责人纷纷对持续“高温”表示焦

虑。由于今年冬天气温较高，人工造

雪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了。

由于在滑雪季初期几乎完全依
赖人工造雪，如果融化速度过快，水

费、电费、油费以及造雪机的损耗费

用将使人工造雪的成本变得高昂。同

样的造雪费用，迟迟不能开业也会缩

短营业时间，收入自然就少了，这样算

下来，等于是变相增加了造雪成本。

有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滑雪场

外，这些旅游景点还开发了其他特

色旅游项目，但如果没有雪这些都

将成为空谈。再加上雪场的扩建、设

施翻新，其投资也会逐年增加，尤其

是人工造雪，如果持续暖冬天气，光

造雪就要投入数百万元，很多雪场

可能很难收回成本。

“不下雪倒没什么，怕就怕温度
太高，连人工造雪都不具备条件。”

省城某滑雪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
了迎接今年滑雪季节的到来，对雪

场环境、水源、设备已经检修准备完
毕，万事俱备，只等降温了。

“济南温度相对较高，只有
在-3℃到-4℃才能人工造雪。”要

保证人工造雪的效果，必须有适合
的温度，且湿度不能太高，否则造雪

机喷出来的就可能是水了，即使勉
强造雪也会很快融化。在南部山区，

几家较大的滑雪场也都望水兴叹，

由于济南目前比较干旱，水资源缺
乏，即使气温降低能够人工造雪，情
况也不会很乐观。

低保户每家获得取暖补贴360元
已同低保金一起发放，价格补贴标准正在制定中

本报11月30日讯(记者 王光

营) 30日，记者从济南市民政局了
解到，济南已为每户城市低保家庭
发放取暖补贴360元，随低保金一起
发放。由于物价上涨较快，济南市民

政、物价等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价格
补贴标准，经济南市政府批准后将
向低保人群发放。

据介绍，为了保障低保家庭过
一个温暖的冬天，省城济南从2008

年开始便为低保家庭发放取暖补
贴。2010年10月份，济南市共有低保
对象27041户，每户取暖补贴标准为
360元，随同低保金一起发放，取暖
补贴共需发放资金9734760元。取暖

补贴所需资金由市、县(市、区)两级
财政承担，市级财政承担75%，区级
财政承担25%。

另外，济南市还有很多达不到
低保申请条件，但生活在低保边缘

的贫困群众和农民工，这些低保边
缘户既不享受低保，又不能享受取
暖补贴。对于这部分人群，济南慈善
总会开展了“雪中送炭”活动，为1200

户低保边缘家庭送去半吨取暖煤。

去年冬天，南部山区一家滑雪场内，市民正在玩雪圈。 (资料片)

虽然早已立冬，但省城今年的冬季迟迟没有到来，这让省城“靠天吃饭”的各大滑
雪场很是闹心。“高温”天气不仅使滑雪场的开业日期延迟到12月中旬之后，也增大了

滑雪场的造雪成本，滑雪爱好者今冬尝鲜不得不耐心等上一段时间了。

-3℃到-4℃才能开始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