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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方）第二届上海艾萨

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将于 8 月 10 日

至 9 月 1 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

今年 2 月，国际古典音乐权威杂志 Musical

America Worldwide 发布的 “2018 全球顶

尖音乐赛事指南” 中，2016 年创办的上海

斯特恩小提琴比赛首次入围，与其他 71 个

国际顶尖赛事比肩而立。 今年斯特恩小提

琴比赛更加亲民，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旨在

为上海培育更多“艺术人口”。

为更好地满足观众的观赛需求， 今年

比赛组委会将原为预约制的四分之一决

赛，面向所有观众开放售票。在四分之一决

赛以及半决赛期间， 比赛将邀请上海交响

乐团乐手、 相关专家亲临现场观赛并对每

日赛况进行专业点评。而决赛前夕，比赛将

同上海交响乐团乐季音乐会一样，举办“有

准备的听赛”导赏活动，通过对决赛选手参

赛曲目的背景介绍、曲目讲解等方式，向广

大市民拓宽专业视野、传递艺术精彩。

此外，比赛组委会还将通过广播、电视

以及官方直播网站、比赛官方微博、视频网

站等平台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及跟踪报

道。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比赛组委会主

任余隆表示， 斯特恩小提琴比赛要办出新

内涵、新特色、新亮点、新水准，既为上海国

际文化大都市建设集聚更多音乐人才，助

力中国音乐界提升国际话语权， 也让专业

比赛成为大众的音乐课堂和审美殿堂。

本届斯特恩小提琴比赛共收到 33 个

国家与地区 174 名选手的报名， 其中海外

报名选手占总数的 70.1%，相较首届比赛，

报名总人数同比增长 48.7%， 海外报名选

手人数同比增长64.9%， 国家与地区总数

同比增长 27%。 其中，超半数选手就读或

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柯蒂斯音乐学院、

曼哈顿音乐学院等名校； 绝大多数选手曾

参加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亨里克·维尼

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 西贝柳斯国际

小提琴比赛等顶尖音乐赛事并获得奖项。

2018全球电竞大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郭超豪） 昨天， 2018 全球电竞大会在上海

浦东嘉里大酒店举行。 大会以 “更竞一步” 为主题邀请国内产

业前沿代表深入探讨全球电子竞技最新趋势， 交流电子竞技的

最新发展观念。

昨天， 我国电竞产业主管部门、 全球电竞产业机构、 知名

电竞企业代表相聚一堂， 就电竞产业化、 电竞赛事国际化、 电

竞商业化、 电竞衍生产业等议题进行热烈探讨， 分析全球电竞

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传递我国电竞产业声音， 积极促进上海打

造 “全球电竞之都” 战略进程。

会上， 上海市委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 上海市

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共同为 “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核

心功能区” 落户浦东新区揭牌。 本次大会由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联合指导， 上海汉威信恒展览有

限公司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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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硕

足尖飞旋40年，上海芭蕾绽放美好
“前行的脚尖”改革开放40周年上海芭蕾图片展回顾走过的风雨历程

1979 年《白毛女》主创之一胡蓉蓉与英

国芭蕾大师玛戈·芳婷在上海相逢合影 ，

2007 年吴虎生“定格”在纽约舞台上空……

随着第六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拉开帷幕，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办的 “前行的脚尖”

改革开放 40 周年上海芭蕾图片展也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参赛选手和舞迷观众的热切

目光。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 上海不

但是中国电影、 唱片、 交响乐、 话剧等等

文艺品种的发祥地， 也是中国芭蕾的起源

地：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就有世界著名

芭蕾舞团来沪演出的记载； 上世纪六十年

代， 上海舞蹈学校刚刚成立就创作排演的

民族芭蕾舞剧 《白毛女》， 成为二十世纪华

人舞蹈经典作品……

改革开放为中国走向新时代吹响了进

军号， 也以强大的动力促使中国芭蕾艺术

大步前进。 40 年来， 上海芭蕾在改革开放

的大潮中壮大和发展， 如今， 已成为建设

卓越全球城市， 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的

重要力量。

40 年， 在传承之中用芭蕾
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在图片展中，一张黑白照片格外引人注

目， 那是胡蓉蓉与英国一代芭蕾大师玛戈·

芳婷的合影。曾担任上海舞蹈学校副校长的

胡蓉蓉，是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主创之

一； 英国皇家芭蕾舞剧院著名的首席玛戈·

芳婷童年时也曾在上海学习芭蕾， 二人于

1979 年在上海相逢，那一年，上海芭蕾舞团

组建。

1979 年， 脱胎于上海舞蹈学校 《白毛

女》剧组的上海芭蕾舞团宣告问世，胡蓉蓉

出任上海芭蕾舞团首任团长，先后在舞剧中

扮演主角的凌桂明 （大春）、 石钟琴 （白毛

女）、茅惠芳（喜儿）、余庆云（喜儿）、董锡麟

（杨白劳 ）、张大为 （黄世仁 ）、陈旭东 （穆仁

智）等一批教师和学生，集体转型成为职业

芭蕾舞演员。从此，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拥

有了专业芭蕾舞表演团体，而《白毛女》也成

为上海芭蕾舞团的经典保留作品，40 年来，

一代又一代演员在传承之中，把这个中国故

事传播到世界各地。

图片展开幕当天，当年《白毛女》第一代

“大春”的扮演者凌桂明也来到了展览现场。

如今已经满头白发的他，看着当年的剧照里

年轻的自己，凌桂明十分感慨。 他学起了当

年剧照里的动作，双腿分开，右手向前，左手

抬高，托起“白毛女”的右手。 完美主义的凌

桂明说：“这张照片我并不满意，重心应在右

脚上，身体略微前倾一些。 ”今年 74 岁的凌

桂明身上仍然保留着“大春”的飒爽英姿。

40 年来， 上海芭蕾人才在
国际比赛摘金夺银

国门打开，视野拓宽；观念更新，交流频

繁。 在改革开放的东风中，上海芭蕾获得了

茁壮成长、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 芭蕾工作

者的创作激情喷涌而出，40 年来涌现了大

批作品；自汪齐风成为首位在国际比赛中获

奖的中国芭蕾选手之后，40 年来，上海培养

的芭蕾人才从未停止过在国际比赛摘金夺

银的脚步。

在 2007 年， 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吴

虎生凭借在现代舞《韦伯 5 号》、《天鹅湖》黑

天鹅双人舞及《葛蓓莉亚》婚礼双人舞，获得

第九届纽约国际芭蕾舞比赛男子组第一名

（银奖获得者，金奖空缺）及依戈·尤可科维

奇奖。 伴随荣誉而来的，是世界顶尖的美国

ABT 芭蕾舞团的客席演员特邀函。 回忆起

比赛中“定格”腾空的瞬间，吴虎生说：“当时

面对海外舞团的邀请，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我选择留在上芭，因为对中国对上海芭蕾始

终有一种使命感。 ”作为舞校最后一届公费

生，载誉归来的他十多年来，闪耀在中国芭

蕾舞台第一线，也让全世界看到上芭本土人

才培养的强大实力。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上海芭蕾舞

团为主的创作表演队伍，一方面通过文化交

流将更多的世界经典作品引入国内舞台，在

不断满足观众和培养观众对芭蕾欣赏需求

的同时，提升自身的芭蕾实力；另一方面，芭

蕾工作者积极探索芭蕾语言与民族文化的

融合，在创作中表达中华情怀、讲述中国故

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如 《玫瑰 》《雷

雨》《梁祝》《四季》《花样年华》等等。 而《简·

爱》《哈姆雷特》《马可·波罗》以及豪华版《天

鹅湖》《胡桃夹子》等的呈现，则展现了上海

芭蕾工作者敢于面向全球，对人类优秀文化

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创新精神。这些上海本地

创造的文化产品陆续问世，也是“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城市精神在上海芭蕾发展中的切

实体现。

努力积累原创作品，上海芭
蕾翱翔在国际舞台

改革开放激活了上海的演出市场， 吸

引了各国舞团来到这个 “文化大码头”， 用

脚尖为观众展现世界芭蕾的缤纷。尤其是从

1998 年起， 随着上海大剧院、 东方艺术中

心、文化广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等一批现

代化剧院陆续投入使用，设施先进的舞台和

规范齐全的服务，吸引了世界优秀芭蕾舞团

先后来到上海 ， 从古典芭蕾到现代芭蕾 ，

从经典作品到现代节目， 从传统风格到新

潮时尚， 一批又一批作品在上海完成了中

国首演、 亚洲首演、 世界首演……上海的

芭蕾观众群体越来越庞大， 这座城市的国

际文化气息越来越浓郁。

上海在迎来全球芭蕾舞团丰富市民精

神生活的同时， 努力积累原创作品和整体

提升表演实力， 芭蕾工作者从未停下翱翔

的翅膀， 迈开 “走出去” 的步伐， 以优秀

的表演和 “上海制造” 的作品呈现芭蕾新

“源头” 的精彩。 许许多多选手在国际舞台

上获奖， 让外国同行渐渐发出了 “纯正的

古典芭蕾在中国” 的惊叹； 而随着上海芭

蕾舞团等带着 《梁祝》 《花样年华》 《简·

爱》 《天鹅湖》 等一批上海原创作品巡演

各国， 国外的观众们除了送上热烈的掌声，

还真切地感受到了芭蕾演员充满活力的中

国风采 ， 纷纷送上 “芭蕾的未来在中国 ”

的高度评价。

“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上海芭蕾一路走

来很不容易。” 图片展也让上海芭蕾舞团团

长辛丽丽回首前程， 感慨万千。 如今， 上

海已成为国际著名芭蕾舞团的演出重镇 ，

同时， 上海制作的芭蕾舞剧闯荡世界各地，

荣获无数好评， 创造了不平凡的成就。 她

希望， 未来， 上海能有更多优秀的芭蕾剧

作家、 芭蕾编导、 芭蕾明星、 芭蕾教育家

诞生， 助力上海芭蕾事业再创辉煌。

盘活低效工业用地 做厚区域经济密度
(上接第一版)

在产业地图上，辖区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分别定位为先进

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科技商务、国际航运中心（北部）片区。各

镇和产业园区也不能无序发展，要形成各自的主导产业，比如顾

村镇以发那科机器人为龙头，主攻机器人及智能硬件，打造机器

人产业集群；宝山工业园区依托中船集团、华域集团等企业，做

强邮轮配套、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制造业产业。

产业布局要从纸面落地， 需要与之契合的招商引资逻辑。

“传统的招商工作是大家各自为政， 项目不适合放在这个镇上？

不管，照样招；招进来的企业没地方落户？那也不能放走。这不仅

导致资源内耗，还阻碍产业布局。 ”范少军把这种状况形容为杂

乱无章的“布朗运动”。

宝山区的解决方案是“统筹”———守住土地供应和产业项目

准入两个关口，引导各方按照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利于资源配置

效率的方式招商。统筹办法之一，是通过合理分配相关方利益调

动大家的积极性。

今年 ， 位于顾村镇的上海机器人产业园迎来一家新企

业———赛赫智能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3 月底完成土

地出让，预计今年 12 月底开工。其实，这家企业是航运经济发展

区引入的，但园区土地紧缺，“转移”到了顾村镇。 根据统筹奖励

办法， 航运经济发展区与顾村镇在五年内将按照企业税收五五

分成，项目引入方和土地资源方各得其所。

向改革要经济流量，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截至目前，宝山区已经盘活低效工业用地 1137.5 亩，达到

全年目标的 63%，一批即将重构宝山区产业生态的企业正在落

户的路上。 今年上半年，宝山区新增企业 17027 户，增量列全市

第五 ； 注册资本在 5000 万元以上的新增 484 户 ， 同比增长

12.6%。

能够创造“流量”的不只是空间，还有时间。宝山工业园区管

委会主任雷曙光介绍， 华域项目是以时间赢取流量的典型，“产

业项目落地过程通常都很漫长———谈判一年，征地一年，办手续

大半年，工程土建少说一年，等待达纲再一年。 但是华域项目从

土地收储到项目开工总共只用一年。 土地收储和项目谈判同步

进行，土体出让时厂房不做灭失，借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契机加

速审批……几乎每个环节都提速了。 ”

华域项目尝试了“先租后让”方式：先把地块出租给企业，后

续根据企业效益再收储正式出让给企业，“既节约产业发展成本，

又提高了落地速度。 ”雷曙光表示，这些创新涉及了大量政策边界

性问题，在市区多个职能部门快速反应、高效协助之下，最终一一

化解。 宝山区把这称作“向改革要经济流量”———围绕“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和公共服务，用优质的营商环境留住企业。

办事指南由“一本书”精简为“一张纸”
(上接第一版)在楼宇设置“楼小二”服务站，为企业提供咨询指

导、集中办理、材料代收递送等服务，方便企业就近办事，推进服

务端口不断前移。

后台部门怎么对接？ 政府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享

静安区还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成立政务数据管理中心， 全面

完成所有区级自建政务信息系统上云，与市级政务云对接，还率

先探索项目线上线下的“全流程管理系统”，实现一切数据“可见

可查”。

以“一云（电子政务云）、一平台（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平台）、

N 应用系统（相关数据开放和综合应用系统）”为核心，静安区推

动政务数据开放，跨部门、跨区域共享，提升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能力。 目前，52 个区级部门所属 102 个区级政务系统已接入区

电子政务云，在此基础上，启动了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建设，

梳理政务数据资源，编制数据交换规范制度。 目前，初步形成了

区级目录资源库， 各部门可以通过数据共享门户查询已发布的

目录，根据需要提请共享，并形成全区政务数据管理长效机制。

怎样“看懂”芭蕾比赛？
九位评委悉心解读比赛规则，教你内行看门道

“就芭蕾比赛而言，如何在 2-3 分钟时

间里，让评委一下子了解选手的实力？ ”《睡

美人》《天鹅湖》《堂·吉诃德》《海盗》等浪漫

古典主义时期的芭蕾片段， 都是历届国际

芭蕾舞比赛中选手们偏好的作品， 第六届

上海国际芭蕾舞评委、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

冯英说， 这一阶段的角逐将会让观众看得

眼花缭乱———选手们会选取最能展现个人

技巧的片段，而“古典变奏”的技巧展现几

乎可以用“秒现”来形容，看点十足，有些精

彩可能一眨眼就错过了。

第六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于 8 月 3

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拉开大幕。 昨天下

午， 评委会主席丹麦国家芭蕾舞团前艺术

总监弗兰克·A·安德森率来自中国、 美国、

南非、俄罗斯、韩国、英国等地的 9 位评委

一同接受釆访。 弗兰克·A·安德森告诉记

者，“我非常期待从今天开始可以评审来自

于全世界各地选手的精彩表现， 希望从一

轮一轮的比赛中给大家呈现精彩绝伦的芭

蕾比赛。 ”

据悉，入围复赛的 95 名选手中，有 45

人曾分别在重要国际赛事中摘得奖项，获

奖选手占比高达近五成， 其中更有选手多

次获奖， 这也将促使本届比赛的竞争更加

激烈。按照本次比赛章程，在复赛、半决赛、

决赛三个阶段， 独舞选手分别需跳两个古

典变奏、一个现代作品、两个古典变奏加一

个现代作品； 双人舞选手分别需跳一个古

典双人舞、一个现代作品、一个古典双人舞

加一个现代作品。 “也就是说，选手们必须

兼具古典芭蕾和现代舞的全面功底。 ”弗兰

克·A·安德森说。

对选手而言，“古典变奏”之后，还需进

行现代舞比拼 ，“这个环节会给选手一个

更自由的空间 ，对观众来说 ，也能看到不

一样的舞蹈表达。 ”冯英说，现代舞考察更

多的是选手的情感表现力和创造力，没有

了技巧框框， 选手们将有更自由的发挥，

相对而言 ，在这方面 ，欧洲选手们占了一

定优势，“在欧洲， 现在跳古典的并不多，

因为太苦了 ，60%的舞者都转去跳现代舞

了。 所以，勤学苦练的亚洲选手在古典芭

蕾上比较强。 但就现代舞而言，欧洲选手

对音乐的感觉 、肌肉的能力 ，可能会有些

优势。 ”她说。

比赛时，从技巧的角度，观众可以关注

哪些细节？对此，身为资深舞者的谭元元解

惑说，对男芭蕾舞者来说就是“弹跳”和“旋

转”，“旋转数量的多少、 动作是否走样、空

间定位是否标准、停止时是否稳定等，这些

都是评判旋转水平高低的核心标准。 跳跃

的高度和轻盈跃起的感觉， 对男芭蕾舞者

的技艺表现至关重要。 ”她举例说，表演古

典变奏时，如果男选手做一个盘腿转，需要

360°空中旋转后接着下地做一个舞姿定

格，这对男选手来说要求相当高。对旋转技

巧展示而言，也有一些基本的要求，需要高

半脚尖，触点越小越好，平衡性好的男舞者

连转十圈都没问题。而对女芭蕾舞者而言，

除了注意头、手、脚等基本技巧外，最重要

的还是艺术感染力， 谭元元说，“选手的艺

术风格很重要，情感表达到位，评委也会认

可你，比赛比的也是一个选手的整体性。 ”

经过多年积淀， 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

对世界各地选手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 今

年，报名参赛的选手数量达到了新高，入围

复赛的 95 名选手 ，分别来自中国 、美国 、

俄罗斯、南非、乌克兰、波兰、奥地利、加拿

大 、德国 、日本 、韩国 、蒙古国 、泰国 、澳大

利亚、哈萨克斯坦、葡萄牙 16 个国家。 在

这个展示国际芭蕾水准、交流表演技艺的

平台上 ，选手的多元化背景 ，让观众有机

会看到更多样化的舞台呈现 ， 俄罗斯学

派 、丹麦学派 、法国学派等多种流派在这

里各展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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