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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宛艺）龙年春节将
至，在南京西路商圈，年宵花市点缀着春

意，龙元素装置红红火火，氤氲着浓浓年

味儿。文旅消费券也将给年味添一把

“热力”。记者昨天从静安区获悉，作为

南京西路千亿商圈春节活动之一，静安

区文化和旅游局春节期间将再次发放文

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市场活

力，做大文旅对流量型城市的入口作用。

2月5日至25日期间，超4.18万张静

安文旅消费券商户通用券将分3轮滚动

发放并使用。此次文旅消费券由静安区

文化和旅游局与中国银联上海分公司、

上海银行3方合作，共同投入，通过银联

“云闪付App”，每位在上海的市民游客

均有机会获得一张“满100减50”、一张

“满50减25”消费券。

商户涵盖区内影院、书店、剧场、咖

啡店、文博场馆、演艺新空间、文旅新场

景、宾馆旅馆、旅行社等文旅企业、文旅

场所，以及南京西路沿线重点商圈内商

户等近1080家商户。“希望发挥节假日

和促消费举措的叠加效应，为市民游客

提供优质文商旅产品和体验。”静安区文

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这样注解。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静

安区近年来集聚了超七成的全球“百强”

知名品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三年

连续保持中心城区第一。同时作为全国

第一批国家级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

市，静安区打造了南京西路街区、大宁片

区2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集聚区。

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助力南京西路“千亿商圈”建设工

作，此次文旅消费券的发放重点聚焦南

京西路沿线商圈，参与商圈覆盖静安嘉

里中心、静安寺久光、中信泰富、锦沧文

华、兴业太古汇、晶品CrystalGalleria、芮

欧百货、伊势丹百货等，共同参与文旅消

费券的发放和使用。

在静安区，文旅消费券大规模发放

并非首次。去年下半年，结合上海旅游

节开展的静安文旅消费季活动，累计发

放文旅消费券超7万张，用券核销率高

达97%，惠及市民游客近5万人次。

消费券发放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

静安区近年来积极发展影视、电竞、艺

术、演艺、文化科技等服务领域新业态，

打造并吸引多业态新消费场景，积极推

动文旅消费升级，切实发挥文旅IP对流

量入口的拉动作用。比如，中信泰富广

场 内 新 入 驻 的 艺 术 空 间 ZHANGYU

GALLERY，今年春节期间，将用中国传

统水墨画精髓，在商场内举办龙年首

展。而作为“上海街艺”的“发源地”，静

安公园、静安寺久光将开展街头艺人表

演，为市民观众带来“零距离”音乐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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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二琴七根弦的弹唱，将一曲《珍珠塔》娓娓道来。台

下的90后青年小王，用手指轻轻跟着曲子的节奏打拍子。

曲罢，余音绕梁，戏迷们仍是意犹未尽。昨天是我国民间传

统习俗“小年”，徐汇区斜土街道肇清党群服务中心的小剧

场坐得满满当当，吴侬软语萦绕得暖意融融，非遗增添了年

味儿，也让艺术与社区相得益彰。

“日晖有戏”活动组织者之一、学戏曲出身的90后刘权

威热爱评弹艺术，也愿意让更多观众听见、知晓、了解。科班

毕业后，刘权威成为上海评弹团演出部的一员，从事推广工

作。近年来，他愈发感受到，书场的年轻演员多了，年轻观众

也多了。甚至尝试起直播，吸引了一大批“追粉”。“虽说评弹

源自苏州，但上海宽广的胸怀早已将评弹的弦曲雅韵纳入

血脉之中，上海人公认的乡音，即使人在天涯，仍拂不去那

曲曲清韵所激起的乡愁。”

现场，幽默细腻的说白，婉转动听的演唱，声情并茂的

表演和珠落玉盘般的弹奏，让慕名而来的苏州姑娘瞬间有

了“回家的感觉”，“评弹有这样的魔力，小年轻们与阿姨爷

叔同样动容”。

“新场景”也在不断拓展。评弹演出的地方行话叫书场。

在斜土街道，处处是“书场”。斜土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评弹展演活动是此项文化惠民工程的首场活动，今后的

每周一、周三和周日在即将建成启用的斜土街道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生活盒子、公共绿地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定期

举办。“打破剧院的围墙隔阂，通过驻场项目让‘日晖有戏’

成为群众广泛参与文化活动的平台，让每个青年都能在家

门口找到自己的‘戏曲角’。”

去年徐汇咖啡文化周期间，斜土街道首次尝试将评弹

表演引进咖啡馆，年轻人尤为热衷，咖啡的香气与软糯优雅

的曲调、传统江南文化与时尚海派文化的混搭相得益彰，再

现非遗魅力。刘权威看到，年轻人品着咖啡赏评弹，分出一

份心思，感受上海的特别体验。

未来，徐汇区也将与斜土街道，布置、举办一批“家门口

的戏曲空间”及“百场戏曲”活动，邀请社区戏迷在社区看戏

学戏、沉浸式探秘戏曲、观看戏曲演出、与大咖面对面互动。

“让古老的戏曲艺术融合时代气息，也融入生活气息，为赓

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探索一条新路。”

“日晖有戏”小年里好戏连台

年轻人找到自己的“戏曲角”

2月2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金山区廊

下镇上，一场以“2024海上和美乡村”为主

题的村晚正在举行。第一个节目《和美乡

村幸福年》亮相，舞龙、舞狮、滚灯等民俗文

化表演的伴奏鼓声回荡在廊下镇生态园上

空，传递着浓浓的年味和人们对龙年生活

的美好祝愿。

据悉，本场村晚分为家乡美、产业旺、

乡村兴3个篇章，来自上海9个涉农区的群

众文艺团队和社会主体代表们满怀热情，

用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尽显优秀传统

文化魅力和乡村振兴最新成果。

田山歌、花灯秀，展现上海
乡村不一样年味

如何展现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不

一样年味，还要贴近群众生活，让村民看得

开心？这是2024海上和美乡村村晚策划

的总思路。据晚会统筹负责人、上海广播

电视台东方卫视中心副总监蒋存辉介绍，

春节将至，喜庆热闹是晚会的总基调，而与

其他文艺演出不同，村晚不仅要有浓浓年味，

更要有泥土味、烟火气，用村民喜闻乐见的形

式呈现。“因此，我们深入调研了上海各涉农

区的传统习俗，优选了崇明田山歌、金山朱泾

花灯、浦东三林龙狮队等表演节目。”

果然，村晚现场来了不少隐藏在民间的

高手：来自宝山区文化馆的一支乐团，他们用

安吉竹林的竹子制成乐器，将悦耳的旋律一

路吹进了央视舞台，现场他们携手评弹名家

陆锦花带来一场民俗器乐融合秀。来自松

江、崇明、青浦和金山的4支团队自编自导自

演，在富有特色的江南水乡婚礼中开始山歌

表演，以浓郁的地域特色真切表达劳动人民

的思想与情感。作为东道主的金山农民朋友

则以全新改编的歌曲唱响《大美金山》。

“第一次参加村晚非常激动，很高兴有这

样一个传播、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舞台。”参

与田山歌表演的崇明田山歌市级传承人张顺

法告诉记者，此次他演唱的《酿酒歌》是崇明

乡村在庆祝喜嫁、接新娘时唱的山歌，表达了

对生活的美好祝福。

在《大美金山》节目中，作为金山区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朱泾花灯也上演了一场美

轮美奂的舞台秀。据金山区文化馆馆长陈为

民介绍，放花灯自古以来就是金山乡村的重

要年俗活动，村民们或在屋檐下挂上灯笼，或

在门前小河放入花灯，或提在手上走亲访友，

“以此传递对过去一年五谷丰登的庆祝，以及

对新的一年风调雨顺的期盼。”他说。

值得一提的是，“和美乡村”村晚在把各

区乡村特色搬上舞台的同时，也不忘讲述新

时代、新农村与新农人的质朴故事。84岁的

金山菜饭阿婆李菊观来到舞台上告诉大家，

从小她就跟着祖辈学烧菜饭，成为“廊下土灶

菜饭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2007年，她还

在中华村开出第一家农家乐，如今已成为廊

下农业旅游的“滋味担当”。

不止村晚，越来越多公共文
化配送到村民“家门口”

本场村晚不仅展示普通农村百姓的日

常，也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在

这里，上海歌手黄龄与国家级非遗项目“奉贤

滚灯”跨界合作，共同呈现了一场富含江南风

韵的歌舞。来自京剧、沪剧、越剧等不同剧种

的名家茅善玉、赵志刚、郝杰、陈志鹏等携手

各区戏曲文化爱好者同台献艺。由陈国庆、

潘前卫、陈靓、舒悦、钱懿等沪上知名笑星联

袂带来的情景独脚戏也逗得村民捧腹大笑。

金山小居民、9岁的谢依诺说：“之前都

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些非遗文化表演，今天头

一次在现场看到，感觉非常有趣。”

而村晚上好节目好创意的诞生，实则离

不开持续多年的文化滋养与培育。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上海依托市、区两级公共文化配

送，让演出、展览、艺术导赏、阅读推广、戏曲

展演等活动常下乡、常在乡。“十四五”以来，

市、区两级共为9个涉农区配送各类线下文

化活动68970场，为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

海样本积极助力。

精彩的节目，也是越来越精彩的农村生

活的写照。上海积极探索将新型城镇化战略

和乡村振兴战略牢牢耦合。112个乡村振兴

示范村、33.8万户“美丽庭院”脱颖而出，1398

公里农村公路完成提档升级改造，2.5万户相

对集中居住农户入住新居，一座座具有都市

范、江南韵、乡愁味的城市后花园不断涌现。

据悉，这场晚会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文

化和旅游局、市农业农村委、金山区委、金山

区政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广播电视

台共同主办。

9个涉农区群文团队自编自导自演，展现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乡村振兴成果

沪郊村晚传递浓浓年味和龙年期待

虹桥南丰城南区一楼中庭，5岁女孩

小康最中意蟠桃树下一座仙桥。青绿色的

“迷你”拱桥，小康来来回回地跑，似在模仿

《西游记》大闹天宫动画场景中七仙女的翩

然若惊鸿。几趟下来，小脸红扑扑，汗珠粘

连了细密的刘海。陪伴的康父笑意明显，

“最近她正好在看《大闹天宫》的绘本，对应

上了七仙女摘蟠桃的桥段。”

新春将至，虹桥南丰城也将迎来“黄金

档期”。商场联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

典动画《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葫芦兄

弟》，在中庭搭建出灵霄殿、花果山、东海龙

宫、七色山等场景，用国潮IP锁住符合自

身定位的消费群体——亲子。运行首周，

购物中心客流同比上升22%。

“新春是全上海商场的‘黄金档期’，大

家都在做‘商业+体验’跨界联动。中庭

IP、沉浸式体验都已不是鲜招，要让申城消

费者们弹眼落睛很有难度。”虹桥南丰城资

产管理部助理市场经理曹亭筠告诉记者，

守牢亲子客群的基本盘是团队这次选择

IP以及落地场景搭建、设置互动环节的重

要考虑。

虹桥南丰城曾是浦西亲子商场的标

杆，如今也要在“黄金档期”打响客群“保卫

战”。这背后有沪上商场井喷式地发展，也

有商家对营销同质化的隐忧。上海社会科

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曹祎遐认为，中庭IP要突破“展览”概念，

商家要具备长远考虑的视角，结合本身特

色挖掘出IP精神价值内涵，用更具市场接

受度的形式和手段形成立体化的感受度。

优：做足细节、稳住“基本盘”

消费者“看花眼”，布展者“挠破头”。

中庭IP需为商场增人气，实现转流量

为留量。新春IP该怎么选？开业9年，虹

桥南丰城中庭每年要做6到7个IP，耳熟

能详的动画片授权IP基本用过一遍。随

着沪上商场百花齐放，虹桥南丰城“首展”

优势渐不如以往强劲。团队眼看着不少中

心城区的商场针对年轻人推出大IP，售卖

卡牌以及限量衍生品。中庭大排长龙的盛

况着实令人羡慕。

虹桥南丰城团队不是没有动摇：是否

要改变客群定位，给商场加码人气？是否

要选择更加商业化的IP进行合作？

但往长远看，不划算！卡牌客群不见

得会在商场消费，而看似旺盛的人气却会

对亲子客群的感受度产生影响。团队的市

场调研显示，毗邻商场的居民区中有娃以

及二孩家庭占比较高，老人帮忙带娃也不

在少数。亲子客群仍是商场的基本盘。另

外，过于商业化的IP，其传达的内容未必

符合现有客群对健康向上内容的期待。

盘桓再三，团队决定新春“黄金档”仍

要保住亲子客群，并沿用以往选择IP的标

准。正好今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线

下展览的需求，找到授权方推荐合适的场

地。虹桥南丰城因相对精准的亲子定位以

及地处中心城区流量商圈的区位优势，得

到这次授权。

接下来是抠细节，在客群的体验感上

做文章。

中庭展览区域面积约400平方米。从

灵霄殿开始，分为花果山、哪吒闹海和葫芦

娃区域。团队有意在物理空间排布上稍微

区分花果山和后两者：希望花果山成为拍

照打卡点，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传播。如意

金箍棒的设置高度与拍照效果相匹配——

4米。“这正好是消费者退到展区入口位

置，能够框景入镜的高度。”曹亭筠解释。

后半区的哪吒闹海和葫芦娃区域分别

设置给婴幼儿玩耍的海洋球以及给低龄儿

童放电的“开葫芦寻宝”。用来增加客群在

中庭驻留的时长，将流量转为商场内

的餐饮类消费。

快到饭点了，小康还不想离开，央求父亲

多给她拍几张“小仙女”照片。“那就顺便在这

里吃午饭了。”康父说，除了女儿照片，他自己

也拍了几张不同角度的七色山，“葫芦娃也是

我的童年记忆。”

变：流量转化、审美升级

在商场对客群的激烈竞争中，“守成”未

必容易，“开拓”也不见得充满风险。虹桥南

丰城中庭IP周边业态以服饰品牌为主，主要

针对的客群是女性。但零售悖论由此显现：

一个遛娃的母亲怎么有空定定心心买衣服？

“刚开业时，逢新春做大IP还会有周边

省市的游客来打卡。但现在他们的选择太多

了。即使住在周边的客群，遇到天气晴好的

周末以及节假日，父母也常选择带娃去郊区

或者有户外空间的商圈放电，中庭IP亟需求

变。”曹亭筠说。

虹桥南丰城为此做过“开拓”。比如中庭

做IP的同时，为在商场售卖的汽车品牌辟出

快闪区域，实现“妈妈遛娃、爸爸看车”的消费

体验，为自身实体店创造流量。比如非寒暑

假，小朋友没有那么集中的时段尝试艺术类

的中庭IP，尝试吸引办公楼栋的白领，对客

群进行补充，给非餐饮类商铺创造机会……

中庭IP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曹祎遐分析，但拿来主义式的IP会让受众产

生审美疲劳，要提鲜IP背后的味道。比如豫

园的龙灯较好地嫁接了一些《山海经》里的表

达，“开发《山海经》中的故事，用灯会的方式

呈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人们既可以体验

氛围感又能了解相关知识，还能形成消费。”

她认为，从长远角度看，商场还是要形成

自身IP文化，“持有IP的版权方在寻求合作

时也要考虑平面展览以外的方式，尝试同商

场、授权方共创符合市场需求、跟得上时代潮

流的方法。深挖内涵，用多元化手段展示。”

春节将至，虹桥南丰城南区一楼中庭搭建起灵霄殿、花果山、东海龙宫、七色山等场景

国潮  “锁住”亲子消费，商场周客流增  %

推门即享的公园绿地、绿色生态的休

闲方式……上海市民的过年方式，随着公

园城市的成形成势而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据市绿化和市容局透露，今年春节期

间将推出系列公园活动，重点突出“龙”的

主题和年味元素。2月3日至29日，7个区

的10座公园将推出12场春节游园活动，以

及5场年味主题“园艺大讲堂”活动。

作为沪上首家非遗主题公园，四季花

神灯景、近千只非遗年俗灯笼，为500余年

的古猗园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过节氛围。甲

辰新春，一场以“花灯初上，猗飞冲天”为主

题、结合传统非遗灯彩和年节习俗的盛会

将拉开帷幕，邀请市民游客共同沉浸式体

验中国传统年味。

记者昨天从园方获悉，2024年迎春活

动以“十二花神”为主线，结合传统典故人

物为设计元素，呈现一幅百花齐放、文明璀

璨的秀丽江山画卷，寓意祖国江山如画、国

富民强、繁花似锦。

园内精心打造多处景点。观月台将仁、

义、礼、智、信等优秀美德融入灯景；竹林道以

“菊”为题的竹诗词灯弘扬高洁清贞之风；玩

石斋外，呈现红色主题灯笼墙。

“春花、夏雨、秋月、冬雪”四季传统非遗

灯彩，在现代光影艺术点缀下，为古猗园营造

“花灯初上”的氛围美感。花灯摇曳、夜色璀

璨，身穿华服，在园林的白墙黛瓦红柱亭廊间

行走，上演一场穿越千年的邂逅。

厅堂展览也各具亮点。鸳鸯厅的新春书

画展，展出富含吉祥寓意的传统国画作品和

书法作品；石韵馆的惠山泥人展，以丰富的色

彩和纹样造型带给市民游客浓浓的新春气

息；盆景园的梅花盆景展，将其古朴苍劲、骨

干清秀、极富诗意的形态展现给游客，同时送

上“梅开五福”的美好祝愿。

喜迎佳节，本市各大公园纷纷端出年味

节目单。烘托龙年主题，上海动物园围绕

“龙”相关谐音动物等，开展一系列具有“龙”

生肖文化特色的保护教育活动。上海植物园

将举办“龙年年宵花展”，以龙柏、龙游梅、龙

船花等带“龙”字的植物和年宵花卉为主角，

展出含有12生肖的植物80余种（含品种）、年

宵花卉50余种（含品种），营造浓浓的龙年

新春氛围。徐家汇公园与上海音乐学院携

手合作，共同举办“百代贺喜 新有繁花”百

代小楼新春主题系列活动，届时将为游客献

上美妙的自然生态音乐会。另外，“园艺大

讲堂”活动将在上海植物园、杨浦公园、醉白

池公园等地，开展手工花卉制作、植物科普讲

堂等课程。

踏春赏花方面，上海辰山植物园将举办

以“繁花似锦 金龙迎春”为主题的迎春花展，

以牡丹与高山杜鹃作为主打花卉，带给游客

不一样的季节体验。静安雕塑公园、世纪公

园、梅园公园、莘庄梅园、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等公园，各色品种的梅花次第开放、暗香浮

动，适合闻香游园、拍照打卡。

目前，申城公园绿地春节“年味”花卉布

置已全面启动，聚焦中国传统年味，结合中国

龙、中国结、红灯笼、福字等元素，选取寓意吉

祥、色彩喜庆的花卉品种，通过综合运用花坛

花境、主题景点、组合容器、灯杆花球等布置

形式，让“年味”溢满申城的街头巷尾。

闻香赏花观展，申城公园年味不一样

（上接第一版）民俗学家认为，依附于春节的文化内涵，正是通
过春联、年夜饭这样带有强烈符号意义的物质从而代代相传。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也将是一次亲近传统的溯源之旅。
中国人强调知行合一，马克思则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
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
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打开龙年新春的“上海菜
单”，各种潮味十足的活动，正是向年轻人发出的邀约。

正如有学者所说，节日的主体是最广泛的民众。回到生
活中，回到民众中，让老百姓从中获得幸福感归属感，包括
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永远会是我们精神家园里不可或缺
的向往。人间烟火、万家团圆，在“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引
领下，上海正努力为广大市民，也为八方来客，提供既富含
传统文化元素，又充满新潮新趣的节日体验。

欢迎来上海，过不一样的春节！

来上海，过不一样的春节

▲ 在南区一楼中庭，虹桥南丰城最新推出“齐乐龙龙大团

圆——上美影龙年新春互动展”。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四季花神灯景、近千只非遗年俗灯笼在古猗园营造出喜庆热

闹的过节氛围。 （采访对象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