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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以来，“演艺大
世界” 已初步形成活力中
心， 在这个全国剧场密度
最高的 “热力地带 ”，既有
像人民大舞台、 上海音乐
厅、天蟾逸夫舞台、中国大
戏院等老牌剧院， 也有上
海大剧院、上汽·上海文化
广场等全新文化地标 ，更
有大批新空间不断加盟

■ 今年以来， 上海加
快推进建设环人民广场演
艺集聚区 ，“演艺大世界 ”

区域内的专业剧场、 展演
空间稳步增加，现已达 54

个；演出场次快速攀升，上
半年已举办营业性演出
9500 多场；首演、首秀、首
映渐成气候， 上半年首演
剧目 47 部

荨鸟瞰环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

图/视觉中国

驻场演出的独角戏《石库门的笑声》将剧场

流量向周边商业流量转化。 （剧场供图）

《巴黎圣母院》 《摇滚红与黑》 等一流剧目相继上演， 使之成为长三

角地区甚至全国音乐剧爱好者有口皆碑的网红地标。 （剧场供图）

剧场功能正从演出经营为主 ， 拓展到时尚发

布、 艺术展览、 休闲娱乐等。 图/视觉中国
上海大剧院 中国大戏院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演艺大世界”稳步迈向世界著名演艺集聚区
今年上半年演出9500多场，随着进一步孵化优质IP、拓展产业能级、完善市场布局———

在这个夏天的夜晚， 长达八小时

的俄罗斯话剧《静静的顿河》凌晨两点

半散场，意犹未尽的观众走出剧场，提

前预约好的 200 辆出租车早已在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门口排队等待他们

的乘客……史诗级的经典剧目、 通宵

热情观演的观众和细腻周到的剧场服

务，在上海的夜空下绝非个案。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 近三周双

休日，仅在黄浦区延安东路上的“演艺

大世界”售票点，本地观众和中外游客

可选择观看的演出平均多达 16 部 36

场。 “演艺大世界”———这一我国最高

密度的演艺核心地带集聚效应凸显，

正在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今年以来， 上海加快推进建设环

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演艺大世界”

区域内的专业剧场、 展演空间稳步增

加，现已达 54 个；演出场次快速攀升，

上半年已举办营业性演出 9500 多场；

首演、首秀、首映渐成气候，上半年首

演剧目 47 部。可以说，通过精心设计、

加强整合、统筹运营、联动发展，“演艺

大世界”正在向建设最“高”剧场密度、

最“大”集聚效应、最“强”协同合作、最

“广”市场空间、最“优”服务环境的亚

洲演艺中心核心示范区扎实迈进。 而

法国红帽剧团导演普拉迪纳斯更相

信：“不远的将来， 上海将比肩纽约百

老汇和伦敦西区， 成为世界著名演艺

集聚区之一。 ”

不断打开演艺新空
间，激发市场增值效应

剧场及展演空间密度之高， 位于

全国首位。去年以来，“演艺大世界”已

初步形成活力中心———人民广场周边

1.5 平方公里区域，以及外滩、创意码

头、世博滨江、新天地、复兴路集群的

“一中心、五集群”发展格局。在这个全

国剧场密度最高的“热力地带”，既有

像人民大舞台、上海音乐厅、天蟾逸夫

舞台、中国大戏院等老牌剧院，也有上

海大剧院、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等全新

文化地标，更有大批新空间不断加盟。

今年 2 月，“演艺大世界” 向全世

界艺术家、艺术机构广发“英雄帖”，吸

引众多海内外艺术家、 机构团体纷至

沓来。 81 岁的中国名导陈薪伊率先将

个人工作室落户人民大舞台， 首部话

剧《洋麻将》叫好又叫座。有“音乐剧航

母”之誉的上汽·上海文化广场，连续

引进《巴黎圣母院》《摇滚红与黑》等一

流剧目， 使之成为长三角地区甚至全

国音乐剧爱好者有口皆碑的网红地标。

据统计， 仅今年春节期间，“演艺大

世界”上演了 18 台剧目，占全市专业剧

场演出的 69.2%； 票房收入 1018.2 万

元，占全市的 87.2%。其中作为中国大戏

院驻场演出的独角戏《石库门的笑声》在

票房总收益中占比超过了 10%。 “每轮

一开票就被抢光” 在证明优质海派文化

极具市场吸引力的同时， 该剧在中国大

戏院的驻扎， 也让这个位于南京东路核

心商业区的剧院“月月有笑声”，有效地

将剧场流量向周边商业流量转化， 就连

剧院对面开了几十年的私人老饭店在演

出期间的营业额都比平常翻了一番。

在“演艺大世界”的专业剧场之外，

多产业领域的演艺空间建设也在不断推

进。 今年上半年，先后有 26家艺术馆、酒

店、会所、书店、产业园区获得演艺新空间

的授牌，成为一批文化演艺与商业服务高

度融合的综合性消费场所。 与此同时，作

为演艺新空间的新天安堂 、 思南公馆

288LiveHouse 也与上海老牌民营院团现

代人剧社展开合作， 推出多部实景沉浸

式戏剧， 让看演出成为一种时尚社交活

动的同时，也打开了更多的消费场景。

据银联大数据统计，“演艺大世界”

核心区域所在的南京东路商圈，2018 年

上半年到 2019 年上半年，娱乐类消费占

比从 6.11%增加到 9.70%， 消费额总体

增速达到 10.11%，明显高于全市所有商

圈增速的平均水平。 演艺产业的增值效

应， 为这些周边产业带来了可观的消费

数据和商业回报。

整合资源， 进一步拓
展剧场功能， 激发品牌共
振效应

作为承载上海“夜色经济”的重要区

域之一，“演艺大世界” 不断探索新型运

营模式， 推进剧场与其他业态和公共空

间相结合，文化、演艺、旅游、餐饮等多家

品牌携手联动激发共振效应， 让市民游

客在“看大戏、游上海”中领略城市文化

的独特魅力。

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告诉记

者 ，今年以来 ，大剧院正在把剧场功能

从演出经营为主 ， 拓展到兼具时尚发

布、 艺术展览、 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

“来上海大剧院看演出， 从进入地下车

库那一刻开始，就进入了市民共享的文

化空间”， 原来上海大剧院将地下车库

改造成了全新的当代视觉艺术场，还新

增剧院艺术馆，剧院长廊也随着新剧目

的亮相推出各类展览 ，使观众 “未进剧

场先入戏”。

中国大戏院总经理李桂萍告诉记

者， 中国大戏院已经和兄弟企业 “老字

号”食品品牌杏花楼、邵万生展开合作，

将推出一系列具有剧院特色和剧目特色

的伴手礼。 而为了更好发挥和中国大戏

院、黄浦剧场的联动效应，大光明集团成

立了大光明演艺经纪公司， 探索形成运

作更加市场化、管理更加集约化、招商更

加一体化的管理机制， 有望进一步推进

集团电影放映、剧场演艺与商业、旅游、

科创、金融、教育的创新融合。

黄浦区文旅局相关领导表示， 充分

利用“演艺大世界”区域交通便利、游客

集中的优势，“演艺大世界” 未来将开发

更多以演艺为主题的常态化旅游产品，

让市民游客在“看大戏 游上海”中领略

“演艺大世界”的独特魅力。 今年五月第

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期间，数十条“微旅行

路线”包括音乐剧之旅、亲子观剧之旅、

戏曲曲艺之旅以及话剧之旅， 打造出 “艺

术+商业+旅游” 的新型业态融合模式，激

发出良好的共振效应。

夯实“创新基地”，筑起
人才蓄水池

学者认为，必须看到“演艺大世界”的

硬件确实“过硬”，而“软件”对标国际一流

仍有不少提升空间。 “要打造‘创新基地’，

人才是最重要的一环”， 上海戏剧学院教

授荣广润指出 ，通过项目扶持 、参赛评价

等各类抓手 ，加大对新人 、新剧目的引进

和培养，让有潜质的青年人才在这里加速

成长。

经过十余年的孵化与积淀， 上海已成

为中国音乐剧演出市场中运营体量最大、

市场活力最强的城市。 欧美经典剧目不断

登陆上海大码头，我们的原创作品在哪里？

带着这样的思考，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举办

了第一届国际音乐剧节，积极推进“原创华

语音乐剧孵化计划”，显示出剧场对于孵化

优质 IP、做人才蓄水池的长远布局。

“72 位投稿人、77 部原创音乐剧作品，

年轻人的创作欲望很强烈， 他们的作品需

要用更专业的方式去成长，” 上汽·上

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说， 大剧

场演出成本动辄数百万元， 往往没有

太多试错空间， 但一个成熟的多层级

演出市场，需要有不断试错、淘汰、晋

级的机制， 必将对行业未来产生深远

的影响。 “中小型剧院、演艺空间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 才能让更多具有潜力

的青年人才冒出来， 慢慢孵化出更多

原创优秀剧目， 走向大剧场， 迈向成

功。 ”费元洪说。

同样着眼于布局人才工程的还有

中国大戏院艺术总监、 著名导演田沁

鑫。去年 9 月，她执导的上海戏剧学院

学生版话剧 《狂飙》， 成功亮相“2018

年中国大戏院开幕演出季暨国际戏剧

邀请展”，随后一路“狂飙”走向全国乃

至世界舞台。 今年 7 月仍以青年演员

为班底的《红白玫瑰》再度走红。 中国

国家话剧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大戏

院———“名导+名团+名校” 的资源整

合模式， 形成了一个集产学研为一体

的“创新产品基地”，不断诞生“上海出

品”的同时，也为中国话剧舞台培养、

输送人才。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 我国将举办 2021 年

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要做好各

项筹备和组织工作 ， 加强同各国在技

能领域的交流互鉴 ， 展示我国职业技

能培训成就和水平 ， 努力办成一届富

有新意、 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 ， 技能人才是

国家的宝贵资源 ， 是促进产业升级 、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 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 贯彻党中央 、 国务院决策

部署， 更加重视技能人才培养 ， 实施

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 紧扣需求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 、 办好技工院校 ， 完善

技术工人职业发展机制和政策 ， 使更

多社会需要的技能人才 、 大国工匠不

断涌现 ， 依托大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促进新动能成长壮大和就业增加 。 同

时， 要加强技能领域国际合作 ， 做好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 推动

形成广大青年学习技能 、 报效国家的

浓厚氛围。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总结大

会 23 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会上宣

读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并

致辞。 他在致辞中指出 ， 技能人才是

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 要采

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为广大技能劳动者

成长成才创造条件 。 要开展大规模职

业技能培训， 健全培养、 使用、 评价、

激励机制， 全力办好在上海举办的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希望参赛选手坚

守初心， 在技能成才 、 技能报国的道

路上取得更大成绩， 作出更大贡献。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

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今年 8 月，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 45 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 我国选手共获得 16 金 14 银 5

铜和 17 个优胜奖， 位列金牌榜、 奖牌

榜、团体总分第一名。 第 46 届世界技能

大赛将于 2021 年 9 月在上海举行。

(上接第一版) 展现安徽小岗村 18 户

农民在 “大包干 ” 契约上按下鲜红

手印的群像 ， 反映上海浦东开发开

放旧貌换新颜的视频 ， 显现 1998 年

抗洪抢险中万众一心 、 众志成城的

场面 ， 再现北京奥运会盛况的光影

设计 ， 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座快中

子反应堆模型 ， 展现全面深化改革

进程的说明 ， 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成

果， 体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生动实践的沙盘 ， 展示人民军队官

兵在强军目标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展

板 ， 呈现脱贫攻坚新进展的实景 ，

描绘区域发展战略的地图 ， 模拟月

球车 、 “天眼 ” 等的模型 ， 世界最

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模型 ， 体现

全方位外交的展板……展览长廊犹

如时光隧道 ， 一张张图片展板 、 一

件件实物模型 、 一段段视频资料 、

一项项互动体验 ， 吸引了习近平等

领导同志的目光 ， 他们不时驻足观

看， 认真听取讲解， 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

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

员等参观了展览。

(上接第一版 ) 李强说 ， 当前 ， 我们正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 要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

新传奇 ， 尤其需要汇聚人气 、 集聚人

才、 凝聚人心， 尤其需要不断涌现敢于

担当作为、 勇于创新突破的建设者领军

者 。 你们立足各自岗位作出了重要贡

献， 希望继续做好 “传帮带”， 为国家

和城市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唐希灿

院士表示， 这枚纪念章不仅是个人的荣

誉 ， 更是集体的荣誉 ， 将继续贡献所

能， 和团队与学生一起研发更多管用好

用的新药。

全国劳模杨怀远几十年如一日， 以

一根扁担为人民服务， 被人们亲切地称

为 “杨扁担”。 应勇一行登门慰问杨怀

远， 向他颁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 纪念章。 应勇与老劳模坐

在一起 ， 拉起家常 ， 关心询问他和家

人的日常生活情况 。 应勇说 ， 我们不

能忘记劳模的精神和作出的贡献 ， 上

海要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扁担精神” 不能丢， 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不能丢。

随后， 市领导来到中科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 慰问国家级表彰奖励获得

者代表、 83 岁的薛永祺院士 ， 并向他

颁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 纪念章。 应勇感谢薛永祺院士等老

科学家为国家建设发展所付出的心血，

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慰问。 应勇说， 上

海正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希望老科

学家继续关心上海的科研工作， 并祝愿

老科学家健康长寿。

殷一璀、 董云虎、 尹弘分别看望慰

问了于漪、 王泽礼、 范滇元、 叶叔华、

孟执中、 赵正东等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章获得者。 这些

纪念章获得者中， 既有获得国家级表彰

奖励及以上荣誉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

因参战荣立一等功的军队人员代表， 也

有在各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 “两院”

院士代表。 市领导向他们逐一颁发了纪

念章， 并致以崇高敬意与诚挚感谢。

市领导诸葛宇杰 、 莫负春参加慰

问。

70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