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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赛车、直升机、游艇⋯⋯这些平
时我们只能在电视、杂志中看到的时髦旅
游产品，现在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都能
玩到。

“柯桥就是原来的绍兴县。一直以来，
冲着绍兴的名气来柯桥游玩的人很多，但
真正留下来深度游的不多。”柯桥区旅游局
局长沈秀娣告诉记者。

柯桥旅游的出路在哪？柯桥人找到
了方向：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建设鉴湖
——柯桥旅游度假区。柯桥区旅游局副局
长鲁福钧介绍说，随着京沪高铁、杭甬高
铁、杭州湾嘉绍大桥的通车，杭州市城际交
通轨道延伸到柯桥，借助北京、上海、杭州

国际休闲城市的辐射力，柯桥迎来了越来
越多的高端客人。截至 2014 年 8 月，柯桥
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889.65 万人次，实现
旅 游 总 收 入 91.05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4.78%和 23.79%。

在柯桥“国际休闲旅游都市”蓝图上，
东方山水休闲中心“泼”上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这一笔，引领柯桥旅游业升级方向，夯
实柯桥旅游业发展地位，更拉开了柯桥旅
游大格局发展框架的序幕。

“我们的目标是将东方山水休闲中心
打造为一座世界级全恒温、全天候、生态节
能的度假天堂。”项目投资方绍兴金沙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徐明信心满满地

说，项目计划将在 2015 年中旬左右完工，
预计可创造年旅游收入超 60亿元。

为了更好地让旅游业升级提质，柯桥
区始终把旅游项目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作
为旅游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数据显
示，2014 年柯桥区共有在建旅游项目 22
个，项目总投资达 262.87 亿元，有超 50 亿
元项目两个，其中东方山水休闲中心、天马
汽车休闲广场、若航直升机场和游艇俱乐
部等 3 个项目还被列为浙江省重大服务业
项目。

滑雪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体育运动，但
柯桥把它与旅游结合在一起，乔波滑雪馆
已成功申报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中国

轻纺城，柯桥也把它做成工业景区，自国庆
长假以来已迎来大批外地游客，仅围巾市
场就接待上万人次；安昌的仁昌酱园，借助
安昌古镇开发机遇，公司把 1000 多平方
米的天然传统晒场对外开放，通过旅游带
动销售⋯⋯

柯桥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忠
良说，通过政企分开，柯桥对原有景点进行
全面的整合提升改造，进一步丰富景点内
涵，提高景点品位。

同时，柯桥还大力发展特色鲜明、参与
性、体验性强的乡村旅游和农家乐产品，为
休闲度假旅游提供支撑，希望推动旅游业
转型升级，让旅游既强区更富民。

绍兴市柯桥区以滑雪馆、轻纺城、酱园游为依托，让游客——

留 在 柯 桥 深 度 游
本报记者 郑 彬

田子坊的古老风貌、新天地的洋派气息、“世
博源”的空中走廊⋯⋯在自然旅游资源相对匮乏
的上海，创意旅游正成为上海推动旅游产业的新
常态。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上海市旅游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国庆长假 7 天，上海累计接待观光游客
881.2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2.60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15.8%和 10.5%，刷新历年黄金周纪录，堪
称“史上最热黄金周”。除名声在外的传统旅游景
点外，田子坊、世博源等地也游客甚众，其中，上海
世博园区首先开发成熟的“世博源”，今年国庆期
间日均客流超过 30 万人次，再现 2010 年世博会
期间的盛况。

田子坊、世博园这类景点对游客大众的吸引
力，主要来自于上海的文化创意旅游。近年来上
海落实《上海文化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文
化创意产业与城市旧区改造有机结合，建成了包
括世博园、田子坊在内的文化旅游片区。

对于上海城市文化创意旅游热的出现，东华
大学时尚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瑾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上海较好地将体现城市历史文化
特色的若干要素融入到旅游产业中来。潘瑾说，

“田子坊也好，新天地也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上
海的老弄堂、石库门，这些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独
一无二的东西。正是这些带着传统文化印记的

‘独一无二’对大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也激发着
这些老建筑在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都市中焕发出
新的活力”。

潘瑾还认为，兼具实用性和美观性的旅游文
化产品开发，也是文化创意助力城市旅游发展的
重要因素。“我们常在上海的文化旅游地标看到印
着外滩天际线的丝巾、扇子、餐盘，还有被列入上
海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上海剪纸，印在了台灯、
相框上，非常特别。这些文化产品不仅体现了强
烈的城市特征，也在无形中传播着上海的文化特
色。”潘瑾说。

过去以历史文化遗迹为主的参观式旅游，在
一定程度上缺乏深入的感知性和体验性，而把参
观式旅游上升为体验式旅游，则是创意旅游的特
色所在。现代人的“体验式消费”需求日益高涨，
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大众化的旅游产品，更渴望追
求个性化、体验化、情感化、休闲化的旅游经历，因
此，强调创意、凸显体验的旅游新常态，也将推动
当代旅游产业尽快转型升级。

手持文惠卡，不管是观看国家大剧院的演出，
还是参观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或是去北京图书
大厦购书，都可享受一定折扣的优惠。在北京市
惠民文化消费季期间，老百姓通过文惠卡享受到
的打折优惠总计超过 4000万元。

除了影视、演出、阅读等传统文化消费内容，
“2014 动漫游戏嘉年华”、“2014 中美创新艺术设
计展”等特色活动也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
需求。此外，惠民文化消费季还特别推出了免费
的“北京文化惠民大礼包”，礼包套装内包含各类
观影券、购书券、观演券、学习券、观展券等，凭券
在北京地区 20 余家商户的 200 多个门店消费时，
可享受最低 4折的优惠。

文化惠民消费季放在首位的是“惠民”。北京
社科院首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认为，“惠
民”不是简单地把低廉的文化产品推送到百姓面
前，而是让文化春风化雨般地走进百姓的生活，让
文化和消费在百姓的吃、喝、玩、乐中实现双赢。

低廉的价格加上便民的服务是北京市实现文
化惠民的重要抓手。利用惠民文化消费季这个平
台，整合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将各类文化
活动汇聚在一起，为不同年龄、不同收入阶层、不
同消费偏好的群体提供文化服务。消费季开展第
一个月就有近 686 万人次参与，超过 286 万人次
直接消费，线上线下成交额约 43.9亿元。

新影联华谊兄弟影城、开心麻花、雷动天下剧
场⋯⋯据文惠卡消费数据显示，这些都是深受老
百姓喜爱的热门商家。惠民文化消费季在消费者
和企业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文化在惠民的同
时也带动企业发展。

在知识产权艺术周的活动中，德艺冠群（北
京）文化有限公司的娄女士告诉记者，“消费季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宣传的平台，同时也可以把我们
的文化理念传递给大家”。北京金甲子企业形象
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闫龙说，“消费季不仅为企业
带来了消费者，同时也为寻求合作的企业找到经
销商，不仅是大众消费的平台，也给企业带来新的
发展机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认为，应
当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通过良性竞
争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意和策划水平，使文
化产品加速对接市场。只有这样，文化惠民消费
季才有更宽广的平台、更长远的发展。

惠民文化重惠民
本报记者 姜天骄

上海：

创意旅游显特色
本报记者 李治国

解读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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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邵阳市以周末剧场为依托，借助现代手段大胆创新花鼓戏、祁剧等传统戏曲——

传统戏曲化蝶重生传统戏曲化蝶重生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陈贻贵

北京扩大文化消费，是大势所趋，也大

有可为。

关于大势所趋，这个趋势有几点。一

是符合发展的势。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

家的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的时候，居民

的文化消费需求将呈旺盛趋势。现在北京

市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5000 美元，专家

普遍认为北京的文化消费已经进入快速增

长期。

二是顺应了产业发展的大势。没有健

康旺盛的文化消费，就没有持续强劲的产

业发展动力，也就没有良好的产业结构和

更具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方式。据统计，北

京文化产业近 3 年年均投资超过 300 亿元，

但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资还不足，文化消

费增长跟不上文化投资的增长。应加大力

量促进文化消费这一短板的发展。

三是满足需求的大势。物质生活水平

提高，可以带动精神文化消费的增加。这

几年，北京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持续增长，年

增速超过 25%。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在全

国文化消费下滑趋势比较明显、下行压力

比较大的情况下，北京文化消费能够呈现

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取得两位数的增长，这

是很不容易的。

尽管如此，与国际水平相比，北京的文

化消费水平明显落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

文化消费已经占到了家庭总收入的 30%，

而北京目前这个数字还达不到 10%，差距

很大。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也说明北京文

化消费的空间巨大、潜力无限。

因此，北京扩大文化消费大有可为。

去年首届惠民文化消费季有 2600 多万人

次参加，有 2.3 亿元的直接消费额，可见首

都老百姓的文化消费需求是旺盛的。只要

搭建好平台，把好的产品、好的服务，以优

惠的价格推送到他们面前，消费的意愿和

消费行为都会产生。去年的消费季是一个

比较成功的探索，证明通过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可以激发居民文化消费意愿，能够有

效扩大文化消费规模。

同时，文惠卡的有效推广，说明模式创

新是促进文化消费的有效手段。文化惠民

卡是我们推出的创新型综合促销平台，规

划了消费激励引导、商户联合营销、综合信

息服务、行业监测分析等多项功能。文惠

卡是对老百姓免费发放的，所有北京市的

居民都可以来领取。领到文惠卡以后，不

仅可以享受一系列的文化消费优惠，每次

消费还可以积分，积分到一定程度对消费

者是一种奖励，也是一种优惠。对企业来

讲，文惠卡背后是 100 多万个消费群体，可

以直接推送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相当于给

企业做促销，提供免费的宣传平台。

对于政府而言，还可以通过文惠卡官

方网站积累的消费大数据进行产业分析。

一是可以分析哪些文化产品和服务最受老

百姓欢迎，二是可以分析不同行业、不同性

别、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喜欢消费什么样

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对于各个行政部门

制定促进文化消费的政策都是非常有价值

的，也有助于进行行业监测、宏观调控和政

策创新。

持续效应也说明惠民文化消费大有可

为。今年上半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增长了 7.3%，其中教育支

出较去年下降了 11%，文化娱乐用品支出

增长了 3.6%，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长了

22.7%，算下来，文化消费取得了 30%的增

长，再次说明文化消费具有逆经济周期上

扬发展的属性。

去年首届惠民文化消费季之后，我们

总结经验，顺应发展需要，牵头起草了《北

京市促进文化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举办

惠民文化消费季、促进文化消费要坚持培

养文化消费理念、引领文化消费意愿、激励

文化消费的总体思路。在具体工作中，要

搭建一个平台、用好一张卡片、实施一项新

政。这一个平台是惠民文化消费季，一张

卡片就是文惠卡，新政就是《北京市惠民文

化消费促进北京文化消费的若干意见》，可

供借鉴。

（作者系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
理办公室党委书记）

扩大文化消费 首都大有可为
张慧光

邵阳对祁剧、花鼓戏等传统

戏曲进行全方位创新，在服饰、道

具、舞台设计、灯光、音乐等方面

运用了大量现代元素。例如花鼓

戏《潇湘泪》，布景就使用了新式

的 LED 背景墙，能根据戏剧情节

变化场景。

刘 麟摄

随着开场音乐响起，湖南省邵阳市楚
雄大剧院“宝庆大戏台”周末剧场又开始
了。今天上演的是花鼓戏《潇湘泪》。

周末剧场是邵阳市政府今年推出的
一项文化惠民工程，也是推动传统演艺走
向市场的创新。自今年 2 月启动以来，每
周五、六演出两场。如今，“周末到宝庆去
看戏”已成为邵阳人的新时尚。

年轻人爱看“古装戏”

刚吃过晚饭，家住青龙桥附近的肖胜
军就带着老妈、老婆和儿子去看戏了。
40 岁的肖胜军是大祥区政府的一名公务
员。小时候，只要有花鼓戏看，他就“屁颠
屁颠”追着看。听说今年市政府推出周末
剧场，有着浓厚花鼓戏情结的肖胜军欣喜
不已。只要周末有时间，他都会陪着母亲
一起看戏。“太好看了！古装戏演员的唱
念做打，加上舞台、灯光、音乐时尚元素的
完美结合,让古装戏在现场产生了强烈的
震撼力。”肖胜军说。

“周末剧场”场场火爆，让楚雄艺术剧
院演艺公司经理刘登雄笑逐颜开。“以前
演出要发戏票组织观众，还怕观众不来。
现在晚上演出，观众下午就赶过来了。”刘
登雄说，“每场演出政府补助 10000 元，
支持周末剧场的发展，也为群众看古装戏
提供了平台。”

过去是剧场演什么观众看什么，如
今，在邵阳，戏迷还可以“点菜”，“点演”他
们喜爱的剧目。“戏迷们对我们的花鼓戏
剧目很熟悉，前段时间就有一位戏迷打电
话过来点戏，要求点一台获得省艺术节多
项大奖的花鼓戏《草根村官》。”看到戏迷
们如此喜爱花鼓戏，楚雄艺术剧院演艺公
司副经理艾晓玲脸上满是喜悦。

创新改造传统剧目

在文艺舞台多元化呈现的今天，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祁剧靠什

么来赢得市场的喝彩？邵阳市的做法是
借助现代手段大胆创新，融入现代元素。

“不管什么戏剧，终归要群众喜欢才
有生命力。”刘登雄说，祁剧要发展，关键
在改革。观众的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剧
目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适应现代
观众的审美观、价值观。就拿祁剧《目连
救母》来说，以前一部完整的目连戏，演出
需要 7天 7夜，甚至半个月。

2006 年，湖南省祁剧保护传承中心
与省艺研所联手改编剧本，对戏中人物审
美重新定位，并将演出时间压缩至两个多
小时，很受观众喜爱。

祁剧《目连救母》的时尚创新，带来了
一系列剧目的华丽转身。《梦蝶》的主创人
员在继承声腔音韵和表演程式规范的基
础上，对内容、唱腔、念做，到乐器、舞美、
灯光，以及服装、化妆、道具进行大胆革
新。《梦蝶》的舞美设计，以背景转台为中
心表演区，打造出不同情景。该剧服装虽
宽袖大袍，却像现代时装。音乐上，采用
了 MIDI伴奏，使其音乐层次丰富，旋律大

气，加上柔美又充满力量的现场女声伴唱
贯穿全剧，让年轻戏迷惊喜不已。

2013 年，祁剧《梦蝶》入围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并获得 50 万元的国家资
助经费。这是湖南省各市州中第一个入
围此项国家殊荣的剧目，也是祁剧这一剧
种第一次入围。这个荣誉更加坚定了邵
阳市创新传统剧种的信心。

传统戏也要接地气

“邵阳花鼓戏生活气息很浓，不仅让
观众身心愉悦，更让他们在欢笑声中得到
了启迪和教育。”艾晓玲说。

现代花鼓戏《儿大女大》创作于 1988
年，是邵阳市花鼓戏剧团自主编排的一台
反映家庭伦理道德的现代剧。2006 年，
为了将该剧打造成为湖南省现代戏优秀
剧目，市花鼓戏剧团吹响了“集结号”，邀
请来自各地的戏曲专家为花鼓戏《儿大女
大》建言献策。编剧杨辉周三易其稿，将

主角贵满因为不满儿女“啃老”喝农药致
死的结局，改为“假死”谢幕，让观众在感
慨之余，多了一份对生活的反思。

花鼓戏《儿大女大》常演不衰，四代演
员 26 年接力，至今已演出 2600 多场。著
名剧评家胡安娜看完该剧后评论说：“现
代戏剧的生命在于观众和市场，赢得观众
和市场应作为传统剧种进行现代戏创作
的起点和归宿。”隆回县滩头镇一位观众
看完戏后，写下一段感言：“昨天，我爱人
和儿子都来看了，连声说好。我爱人之前
对我父母很不孝顺，今天她居然买了水果
回去看父母了。”

周末剧场上演的花鼓戏剧目中，选取
了《刘海砍樵》、《喜盈门》、《朱买臣卖柴》
等一批在观众心目中有影响力的经典剧
目。艾晓玲介绍，为了让花鼓戏更符合现
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他们起用了一批年轻
的演员表演新创剧目，演员平均年龄在
35 岁以下。“以后我们还会多排演一些反
映邵阳风土人情、家长里短的剧目，让观
众更加喜欢我们的花鼓戏。”艾晓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