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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棒挥舞、万人大合唱，追忆炽热青

春、纵享集体狂欢……当前，演唱会经济在成

都持续火爆，来自该市文旅部门的统计数据

显示，仅今年 1~9月期间，成都已举办各类营

业性音乐演出 4100 余场，吸引观众超 440 万

人次，带动综合消费 53亿元。

一场演唱会，客从八方来

“既能感受偶像演唱的震撼现场，还能打

卡火锅美食，看大熊猫，体验非常棒！”来自辽

宁的孙倩（化名）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和朋友一

起到成都看演唱会了，在她看来，看演唱会已

成为其选择奔赴一座城市、了解一座城市的

重要理由。

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跟着演

唱会去旅行”的跨城观演成为新潮流，演唱

会+秋游、演唱会+Citywalk 更是成了新的流

行休闲方式。

去年，张学友 60+巡回演唱会在成都连

开 9 场，成为该市演出史上的罕见现象。有

相关方面为到场的 12.1 万名观众进行画像，

发现跨城购票观演的消费者比例大幅提升，

其中省外观众约 33.9%的占比，约 4.1 万人，

大批跨城观演的中青年消费群体的热情不仅

“点燃”了城市活力，也成为巨大的消费潜力

客群。

“城市要有影响力、代表性，同时机场、高

铁等交通便利且能辐射周边区域和城市，同

时对体育馆的要求也会比较高。”接受记者采

访时，成都展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赖

姮坌刚刚乘飞机落地其他城市，与艺人经纪

公司沟通下月即将在成都举办的演唱会事

宜，近两年，基于上述关键因素的考量，许多

艺人将成都作为辐射西南片区的优选城市，

行业内竞争日益激烈，她的工作节奏也明显

加快。

“一场演唱会，客从八方来，今年落地的

演唱会很多都是去年就开始做排期、定档、报

批、上架和销售宣传。”赖姮坌认为，成都文旅

拥有双重魅力，对于年轻消费群体来说具有

吸引力，按照当前的趋势，今年的演唱会无论

是观演人数、场次都可能再次创下新高，“一

场演唱会不再只是歌迷和偶像的双向奔赴，

也是演出产业和地方经济的高度协同融合，

成都在这一方面展现出较强优势。”

做好加法，挖掘产业链潜力

“2023 年是成都演出市场的‘重启’之

年，经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筹备，各类可

用于举行大型演唱会的体育场馆焕然一新，

为演出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硬件基础。”成都

市文广电旅局音乐影视产业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大运会主要场馆中的东安湖体育公园和

凤凰山体育公园不仅符合万人演唱会审批人

数要求，同时也因为设施设备条件良好而获

得观众喜爱。不仅如此，该市还拥有城市音

乐厅、露天音乐公园等剧场、音乐厅 108个。

业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

131 个城市举办了演唱会，其中演出场次在

50 场及以上的城市共有 6 个，成都以 50 场的

数量与深圳齐名。事实上，成都很早就开始

布局推动城市音乐演出事业的发展。近年

来，该市持续加强“三城三都”建设，文创、旅

游、体育、美食、音乐、会展 6大产业已成为成

都新兴支柱产业和重要经济增长点。今年以

来，该市在全面规范市场秩序的同时推动演

出产业蓬勃发展，印发《成都市大型营业性演

出联合监督管理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推动

实行门票“强实名制”。同时，通过优化配套

服务、优化审批流程等改革创新举措，为主办

方减少活动申报过程中的时间和运营成本，

吸引更多文旅资源进入成都。

“这无论对于主办方，还是承办方，都是非

常重大的政策利好。”赖姮坌介绍，就在今年7

月，在相关政策支持下，成都开出了首单涉外

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许可决定，将涉外涉港澳

台营业性演出审批工作时限压缩至 8个工作

日，“演唱会作为粉丝经济和文旅经济的重要

载体，既聚人气，也聚财气，政府只有做好加

法，才能真正挖掘出产业的发展潜力”。

“流量”变“留量”

记者发现，在演唱会经济热潮中，城市之

间愈发加码吸引大型演唱会落地。从政策支

持到服务保障，从市场推广到文旅联动，各大

城市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将演唱会经济的效益

实现最大化。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三季度和国庆假期全国演出市场呈现上升

态势，国庆七天假期期间，全国 5000 人以上

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演出场次达到 125场，

票房收入 8.6亿元，观众人数 127.1万人次，均

比去年同期显著增长。

“演出经济对城市产业发展的‘杠杆效

应’越发明显，各个城市都在积极争取这波红

利，但最终会回归到完善和提升城市综合实

力这一实际问题上来。”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院长蔡尚伟认为，市场不会一直高歌猛

进，最终还是会回归常态和理性，这也进一步

要求城市在软硬件、服务能力、治理能力上，

都要跟得上文旅深度融合的时代发展趋势，

“只有文艺 IP 和城市形象相得益彰，才能让

演唱会经济带来的‘城市流量’曲终人不散”。

市场变化莫测，观众需求愈发多元，如何

留住演唱会经济带来的“人气”，成为留给城

市的难题。自 2023年至今，位于成都金牛区

的凤凰山体育公园，因赛演产生的总票房已

达 14亿元，进一步拉动的消费规模大约是 98

亿元。

为抢抓演艺经济高速发展机遇，促进赛

事演艺产业高质量发展，成都市正在加快推

动《成都市关于推动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制定出台，拟在集聚高水平主体及

人才、打造特色演艺 IP、支持“演艺+”等多方

面出台政策，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奖励，金牛

区、龙泉驿相关属地部门也在加快根据区域

内赛演资源凛赋出台配套政策。

“我们也希望通过正向的政策引导，吸引

更多高质量的演唱会落地成都，让一时的‘流

量’变为可持续的‘留量’，真正推动文化旅游

更好地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都市文旅部门

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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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作为“行走的 GDP”，业界常常用“1：4.8”形容演唱会经济对城市旅游、餐饮、住宿、交

通等方面消费增长的强大带动力，即门票花费 1 元，即可带来同期周边消费 4.8 元。以演

唱会为契机，通过大型演唱会来拉动当地的消费，正成为不少城市的主动行为。在成都，

“演唱会+”如何激活城市发展“一池春水”？工人日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成都演艺市场持续火爆，1~9月举办各类营业性音乐演出 4100余场，吸引观众超 440万人次

“演唱会+”让“城市流量”曲终人不散

本报记者 苏墨

截至 10 月 25 日，电影《志愿军：存亡之

战》票房已破 11亿。日前，片方宣布，将延期

放映至 11月 29日。该片是陈凯歌导演的“志

愿军”三部曲第二部，重点呈现抗美援朝战争

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原阻击战。

在这场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3军

2.5万将士与近 5万“联合国军”激战 12昼夜，

战士们发扬“钉子战术”狠狠把自己钉在阵地

上不惧不退，在铁原战场上构筑了一道冲不

破的“铁长城”。

影片正是对这场存亡之战的真实展现。

为了这份真实，影片仅搭建、处理过的拍摄场

地就有20多个，总面积超百万平方米，其中铁

原战场占了20多万平方米。作为一场阻击战，

铁原的大部分战斗都在战壕内发生。63军188

师挖战壕的场面也十分震撼，据悉，这场戏动

用了2000多名群演，将志愿军战士齐心协力、

争分夺秒的劲头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

此外，电影还制作了 21 辆坦克，其中有

10 余辆都配有动力系统，当它们齐齐开向铁

原战场时，不仅能够带给观众视觉上的震撼，

更能让人感受到 63 军面临的是一场怎样的

战斗，在敌强我弱的火力差距下，他们用坚韧

和顽强坚守住了脚下的阵地。

真实不仅体现在还原大场景上，还有一

个个用心的细节。电影中，李晓（张子枫饰）

使用的宣传机话筒、63 军使用的水壶等很多

道具都是主创从网上收集的“古董”，甚至一

度搬空了平台上的旧物件。旧物是有温度

的，它们出现在影片中，不仅是为真实度加

分，更是对那段历史的敬意。

真实的场景，让观众得以快速进入历史

叙事空间。“泪目”是观众们的集体观影体

验。网络上有人晒出家里长辈入朝作战的纪

念物品，以此来怀念逝去的亲人和那段不可

磨灭的光辉岁月；影片路演时也有许多老兵

被影片唤起心底的记忆，哽咽流泪，电影中的

人物让他们感叹“仿佛又看到了我的战友”；

更有 98 岁的老战士，即使扶着栏杆，也要大

声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嘹亮的嗓音

无不彰显中国军人昂扬不朽的精神意志。

70 多年前的铁血战士，他们既是英雄，

更是每一个平凡生活里的普通人。片中不仅

有恢宏战争画面，更浓缩了无数志愿军战士

们的“小家大爱”。大战在即，李想（朱一龙

饰）将离别时妹妹李晓送的红花分给战士们

一起闻闻来自“家”的香气，一朵小花承载着

每个战士萦绕心头的牵挂，期盼战争胜利归

家的那一刻。战士们将眷恋深藏心底，在铁

原阻击战打响之时毅然奔赴战场，他们在最

残酷的战场上绽放了最灿烂的笑容，让鲜花

在“铁长城”上盛开。

“希望你盛开在我梦里的万家灯火之间，

可以迎着阳光走向白云蓝天，不用穿过硝烟

用鲜血交换明天。”正是 70 多年前勇敢无畏

的他们才让我们得以安定地生活，先烈对于

家国的赤诚情怀感动了每一个观众，也更加

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祖国不会忘记，我们不

会忘记！焦土上开满的鲜花，我们会继续好

好地守护它。

“好日子”的味道，是 63 军 188 师将士们

的希望，也是 70多年后我们生活的日常。“拍

这部电影最大意义就是不要忘记志愿军英雄

们，虽然他们离我们已经 70 多年，但是不能

让他们离我们更远。”演员辛柏青曾在一次路

演中说道。

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能真实地

还原伟大，以赤诚之心书写历史，在每个细节

里灌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对以血肉长城

保家卫国的前辈的无限敬意。

影片中，杨三弟（张宥浩饰）是一名战损记

录员，他的职责就是努力记录下来每个牺牲战

士的名字，留下他们的最后资料，让更多的英雄

被铭记。而这部影片本身正如同“杨三弟”的存

在，它给我们提供回望历史的可能性。有观众

说出了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影片的人的共同

心声：“家里一切都好，请各位先辈们放心。”

视 线视 线G

本报讯（记 者 苏 墨）日 前 ，“ 经 典 进 校 园·文 化 共 传

承”——“重温经典进校园”北京高校示范活动在京举办。经

典电视剧《父母爱情》主演与来自首都高校约 500名师生代表

齐聚一堂，回顾该剧创作历程，围绕如何挖掘经典作品的现实

意义与时代价值展开交流。

据悉，活动由频道主办方中国广电、承办方北京歌华有线

与全国各高校联合策划推出。活动通过组织经典影视作品主

演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等多种形式，让广大青年学子“零距离”

感受经典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为青春道路

带来精神蓝本和文化引领，推动经典作品为高校思政、教学科

研领域探索创新路径，提升人文关怀。

《父母爱情》被评为近 10年来“最高分”国产剧之一，斩获

多个重量级奖项，今年在“重温经典”频道播出再次赢得高收

视。活动现场，《父母爱情》演员郭涛、梅婷、刘琳、张龄心、张

昕琦、张昕瑶、阚博分享了创作故事和感悟，与师生热烈互

动。交流内容不仅聚焦于电视剧的创作艺术与表演技巧，更

延伸至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生观、爱情观与价值观等深层次

话题。

“重温经典进校园”系列活动将持续通过对经典影视艺术

的深情回望与深度挖掘，汇聚起广大青年推动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生机和活力，引领广大青年践行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使命

与担当。

同时，自今年 2 月 1 日“重温经典”频道正式开播以来，已

经累计播出 2700 多集优秀经典电视剧、纪录片和动画片，频

道观众规模快速增长，收视率始终位列上星频道前列。

“重温经典进校园”北京高校示范活动举办

本报讯（实习生章译之）“这种深情的共同体，这种

共同体的深情，也许是 40 年后再出《在伊犁》的意义所

在”。日前，在《在伊犁》新书发布研讨会上，90 岁的“高

龄少年”王蒙老师回忆起新疆的点点滴滴和自己创作《在

伊犁》的过程，仍然非常兴奋，直言书写新疆于他而言是

一种深情。

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绕不开的人物，《在伊犁》更

是新中国文学中一个独特而精湛的存在。全书共收入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等 9 篇作品，于 1984 年 8 月由作

家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此次重新出版的《在伊犁》，对

首版进行了重新编辑修订，特别恢复了后续版本没有使

用的代序——《故乡行——重返巴彦岱》一文。该文是

王蒙 1981年在离开新疆近两年以后重返新疆巴彦岱，和

他的维吾尔族农民兄弟把酒言欢，用深情的笔触写下

的，既感人至深，又对《在伊犁》的人物和故事原型有重

要交代。

在这部作品中，王蒙有意回避职业的文学技巧，通过

散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塑造出让人哭笑不得的穆罕默

德 · 阿麦德、野心勃勃的依斯麻尔、智慧老者穆敏老爹、

热烈淳朴的爱弥拉姑娘等众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

象，视角别致，意蕴丰富。

据王蒙回忆，1965 年抵达伊犁后，他就在伊宁市巴

彦岱镇（原红旗人民公社）劳动并担任公社第二大队的副

大队长。吃住于农民家中，抡起坎土曼，结交当地朋友，

学习维吾尔语，爱上奶茶泡馕……《在伊犁》正是基于这

段独特的新疆生活经历，给新时代的读者打开一扇了解

新疆、认知新疆文化的出版之窗。

“凝聚了共同理想和共同的目标，回到了最根本的

人的问题上，展现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

往。”《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认为：“王蒙是当代

中国特别重要的一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表

性人物”。

著名作家梁晓声坦言自己在阅读《在伊犁》时十分享

受也非常有共鸣，认为这不仅是一位作家对自己人生某

一段岁月的文学性的真诚的思想告白，更是一位汉族作

家为新疆民族兄弟书写的一份“备忘录”，它架起了汉族

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友谊的桥梁。

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张陵称，《在伊犁》“像一股清流

洗涤着时代的伤口”，让读者深刻认识到，根植于这片深

情的土地，在纯朴而率真的人民群众当中，自己才有力量

掌握自己的命运，才是真正的充满人性快乐的生活。

这部作品能够时隔 40 年再版却力量不减，究其原

因，是作家对一方土地和人民的真情实感，是一次文学援

乡的深情书写。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在《在伊犁》

中看到了身入、心入、情入，与不同民族同胞的往来，从人

民当中获得经验、灵感和启示，成就了王蒙创作中的人民

性，也成为他快乐地向前创作的动力。

对此，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副司长钟廷雄表示，筑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家园，需

要文化的支撑，也需要文学的贡献，王蒙先生用文学之笔

写出的生动团结故事，不仅是他与新疆各族群众深切交

往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写照。

4040年后年后再版再版

《《在伊犁在伊犁》》尽显尽显““共同共同体的深情体的深情””

《志愿军：存亡之战》延长放映一个月

真实场景让观众快速进入历史叙事空间

11月1日，“遇见古埃及：永恒的木
乃伊之谜”文物展在遇见博物馆·北京
798 馆正式开展。据悉，本次展览共展
出 123 件（组）古埃及珍贵文物，跨越
4300年历史，历经32个王朝变迁。

本次展览分为“木乃伊与永生”“美
丽与守护”“神与人”“祭品与仪式”4大
单元，共展出 123件（组）古埃及珍贵文
物，重磅展品包括 3具木乃伊棺椁、2具
木乃伊、5件动物木乃伊、8件木乃伊裹
布等。此外，还展出贵族珠宝、神像雕
塑、浮雕壁画、卡诺匹斯罐、化妆用具等
珍贵文物。展品横跨 4300 年、32 个王
朝，从最早期的尼罗河源起到后期埃及
发展，几乎串联起了古埃及的历史脉络，
向观众全面展现古埃及文明的神秘历史
与永恒生命观。

王紫儒 摄/视觉中国

在北京“遇见古埃及”

“书香企业”用文化凝聚职工奋进
为用文化凝聚职工奋进、推进企业发展，中铝国际十二

冶新建“职工书屋”110多平方米，增加图书 4000多册，并不
定期组织开展读书分享会、读书沙龙、荐书等活动。

图为十二冶团委组织青年员工参加读书分享会。
（甘欣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