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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经济如何效益最大化

张

雪

“ 四 平 玉 米 五 常 稻 ”久 负 盛

名。四平玉米从煮着吃、烤着吃，

打成玉米面当主食，到开发出系列

主食，逐步实现产业跃升。如今，

玉米主题街区正在紧张建设中，四

平正在打造玉米产业集群效应的

新地标。

老 传 统 新 创 意 点 亮“ 枝 间 生 活 节 ”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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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初，歌手周杰伦一口气

在海口开了 4 场演唱会，共吸引

15.46 万人次观众入场。有统计

显示，15.46 万人次中海南省外观

众 占 了 61.5% ，达 9.51 万 人 次 。

演唱会带动海口全市 4 天实现旅

游收入 9.76 亿元，这个数字是当

地端午假期旅游收入的 3 倍。演

唱会的火爆，让我们见证了歌迷

的热情，更从中窥见文化市场复

苏的火热态势，也看到了演唱会

对演出消费以及演出关联消费的

巨大拉动作用。

今年以来，演出市场重新变

得热闹起来，大型演唱会、户外音

乐节、话剧、儿童剧、音乐剧、戏

曲、舞蹈⋯⋯各类演出场馆被安

排得满满当当，满足着不同消费

群体的文化需求。这其中，大型

演唱会和音乐节的市场反应最热

烈，上半年共演出 506 场，票房收

入 达 24.97 亿 元 ，观 众 人 数 超 过

550 万人次。

歌迷的热情能有多高？一些

抢手的演唱会和音乐节甚至出现

了数十万歌迷在线抢票、开售秒

光的场面。自己“家门口”的票售

罄了，那就坐飞机、乘火车去别的

城市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对部

分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的票务销

售趋势调研发现，平均跨城观演

率已超过购票总人数的 50%，跨

城观演成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

的主要消费趋势。除了门票，这

类演出项目对交通、住宿、餐饮等

周边消费都能形成强大的带动作

用。看看偶像演出，顺带尝尝当

地美食，再逛逛旅游景点，一趟下

来岂不美哉。

暑期是演出市场的活跃期，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监测数据显

示，截至 6 月 30 日，全国各主要票

务平台在售的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的暑期演出项目总计超 8000

个，在售演出场次达 3.7 万场。其中，演唱会、音乐节类大型演出

共计约 300 场，许多颇有市场号召力的歌手都将在这个暑期集

中开唱。

如何让一场演唱会带来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这背后恐怕是

个系统工程。知名歌手的“引流”作用自不必说，能把成千上万

的歌迷吸引至此，可要让“流量”变“留量”，靠的是城市打出的营

销“组合拳”和方方面面的服务保障。在首场演唱会前，海口 70

家酒店除了推出食宿折扣外，还推出延迟退房、延长餐厅营业时

间、免费接送等贴心服务。细节之处的服务保障决定着消费者

对一座城市的感受。针对此次演唱会，海口相关部门要求酒店

做好客房价格管理；在演唱会期间，加开免费穿梭巴士线路⋯⋯

歌迷得到了热情接待，自然愿意多停留、多消费。

“演唱会经济”走热再次证明文旅不分家，“演唱会+旅游”怎

么看都是个多赢的组合。各地不仅要争取有市场号召力的大型

演出项目落地，还要尽早统筹文旅资源、实现文旅联动，提升接待

服务能力，让歌迷愿意来、来了不想走。

眼下演出市场全面回暖，其实不止大型演唱会和音

乐节，涵盖剧场、新空间和各类景区、园区、街区的演出

活动都在推动文化消费、促进经济回升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我们乐于见到这一作用得到越

来越多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推动，演

出机构也在积极丰富演出产品品类、

提升内容供给，如此，演出市场定

能在吸引和扩大消费层面有

更多作为。

东北有句俗语，“四平玉米五常稻，东北

大豆最可靠”。位于松辽平原腹地的吉林省

四平市，是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的“中国

优质玉米之都”。这里出产的玉米形美色

亮、气香味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不仅能

煮着吃、烤着吃，也可以打成玉米面做饼子、

发糕、饺子皮、面条等主食，甚至被做成饮

品、菜肴、甜点等。

这几年，四平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

势，成立专门机构，积极推动玉米主食化，加

快玉米食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力争实现

“从一根玉米到系列主食”的产业跃升。

鲜食玉米正崛起

“快尝尝我们公司生产的鲜食玉米，多

香！”在四平市梨树县富邦智慧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宝华为参观者端上一盘煮

熟切段的鲜食玉米。黄澄澄的玉米段散发

着阵阵香味，吃起来软糯香甜。

去年 7 月份，富邦公司的鲜食玉米生产

线投产，两个月时间加工生产了 1000 万棒

鲜食玉米，十分畅销。近期，该公司生产进

入上一季鲜储玉米的收尾阶段，生产不算太

忙，于是他们赶紧着手采购安装一组新设

备，准备今年 7 月当季鲜玉米采收时扩大鲜

食玉米的生产规模。

张宝华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市场对鲜食玉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可

是，玉米生长的季节性较强，能鲜食的玉米

生长时间更短。所以，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及

时将其收获、冷藏，并经剥叶去丝、清洗漂

烫、真空包装、灭菌冷却等步骤，加工为袋装

鲜食玉米，售卖到各地商超，这样人们一年

四季都能吃到新鲜玉米了。

四平市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寇春生介绍，四平地处世界三大

“黄金玉米带”之一的松辽平原黑土区，这里

土质肥沃、气候适宜，“往南一点，是土质稍

逊的中壤；往北一点，积温减少，土地热量条

件欠佳”。四平玉米的一等粮比例在 80%以

上，这样好的玉米如果做深加工，原料成本

较高，但非常适合鲜食玉米、玉米面食品等

主食化用途。

四平鲜食玉米正在走向全国。张宝华

说，今年 4 月底，他和同事前往浙江省推介

吉林粮食，带了公司生产的 12 箱共 120 棒鲜

食玉米，在金华市的一个社区举办了居民品

鉴活动。当煮好的鲜食玉米揭开锅盖时，玉

米 香 气 立 刻 吸 引 了 社 区 百 姓 纷 纷 前 来 品

尝。由于人来得太多，他们不得不把玉米段

从一开始的半段改为薄片。后来，根据预订

的需求，富邦公司从四平的工厂一次直发该

社区 1400 多棒鲜食玉米。

近些年，四平市做鲜食玉米的企业不断

增多。成立于 2021 年的四平市鲜谷食品有

限公司投资 6000 万元，准备建两条鲜食玉

米生产线，预计在 7 月下旬投产。这两条生

产线年可加工 3000 万棒鲜食玉米，产值将

达 1.2 亿元。

鲜谷公司总经理孙立波告诉记者，他们

已经与一家大型网络平台签订了合作协议，

他们负责生产供应，平台负责市场销售，每

棒鲜食玉米可为鲜谷公司赚五六角。鲜谷

公司还在与一家美食分享平台洽谈合作事

宜，希望让更多的人吃上四平鲜食玉米。

玉米面食受欢迎

今年 5 月，吉林凤姐初粮食品有限公司

的发糕生产线开始试生产，玉米面生产线设

备正在安装，不久就可以全面投产，可以生

产玉米面条、玉米饺子、玉米馒头、玉米月饼

等。在公司的品尝台，摆放着玉米发糕、玉

米窝头、玉米水饺、玉米面条等试吃样品。

记者夹起一小块玉米发糕放入口中，只觉绵

软筋道、十分爽口。

公司负责人王舒煜介绍，经过一些处理

程序，他们公司的玉米发糕吃到胃里不产生

胃酸，不刺激胃，易消化吸收。切开夹进火

腿，放入生菜，就是一个粗粮汉堡，可作为早

餐食用。公司将推进玉米主食餐厅和餐车

连锁经营，引领玉米食品健康消费新时尚。

“我们生产的黄金玉米特种粉颗粒细

密，不添加任何胶类物质，和面后可以达到

小麦粉的使用指标。用它可以制作蒸饺、水

饺、面条、玉米饼、窝头、发糕等多种传统食

品，既保留了玉米原有的色泽、香味及营养

成分，还口感细腻、香气浓郁。”金澄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光说。

作为玉米主食消费的服务提供者，餐饮

企业是四平玉米主食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去 年 8 月 启 动

的四平市首届“品

四 平 玉 米 享 人 间 臻

味”厨艺大赛，在为期一个多月的

时间里，得到四平市大型连锁餐饮服务单

位、机关企事业食堂、个体餐饮经营者及美

食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参赛作品涵盖玉米菜

品、主食、饮品、甜点等类别。闭幕式当天，

84 名选手制作的 70 道玉米菜品和 54 道玉

米主食精彩亮相，所有获奖作品都被纳入四

平玉米 100 佳餐食谱，录入当地官方宣传

手册。

付瑶就参加了这场厨艺大赛。他曾在

北京和云南做过 10 年厨师，2020 年回到老

家四平，在一家餐饮公司工作。付瑶所在公

司的厨师团队研发出玉米系列菜品，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四平玉米宴，颇受消费者喜爱。

“我们研发的玉米须狮子头、玉米慕斯、玉米

凉皮都特别受欢迎。”付瑶说。

休闲食品选择多

除了做成鲜食玉米和馒头面条等主食，

四平玉米还走进了当地糕点店，被加工成颇

具地方特色的糕点。

在四平市铁东区平东街的烧烤不夜城

附近，“甜心女王”烘焙工坊里不时有顾客前

来选购糕点。产品展示柜里，除了有常见的

小麦粉糕点，以玉米面为主要原料的传统糕

点也颇引人注意。“一开始买是因为好奇，后

来家里人都特别喜欢这里的玉米糕点，味道

好，更健康，就经常过来买。”市民王丽对玉

米面糕点十分认可。

“甜心女王”烘焙工坊负责人赵磊告诉

记者，自 2014年开业以来，工坊已开设了 5家

分店。受四平市重视玉米主食化的启发，他

从去年开始和同事们研发玉米类糕点，涵盖

生日蛋糕、西式糕点、面包、中式糕点、饼干

五 大 类 。

其中，玉米类面包

和中式糕点特别受欢迎。

在去年 9 月第二届四平玉米节上，“甜

心女王”烘焙工坊为一家公司制作了一块

20 米长的巨型玉米蛋糕，与观展的市民共

享，玉米类糕点销路进一步打开。赵磊说，

工坊将继续摸索玉米面在面粉中的比例与

产品口感、营养的关系。

过生日吃蛋糕，看电影则离不开爆米

花。生产爆米花的理想原料就是爆裂玉米。

走进梨树县万发镇，洪影玉米种植合作

社的仓库里堆着一垛垛袋装玉米粒。负责

人张洪影告诉记者，合作社种出的爆裂玉米

成色好、口感佳，远销山东、天津、河南等地

的爆米花食品厂。

随着玉米主食化等相关工作的推进，行

业标准的引领作用不断凸显。四平市及时

制定了四平玉米地方标准，四平一级原粮玉

米、四平一级鲜食玉米地方标准已正式实

施。这些标准主要指标参数均优于国家标

准和同行业地方标准。当地还积极打造四

平玉米产品联盟，大力培育优质玉米产品品

牌，打造四平玉米区域公用品牌，推动优质

玉米产品企业抱团发展、融合发展。

在四平市铁东区南三经街，一条长 310

米、宽 16 米，以四平玉米及相关衍生产品为

主题的四平玉米主题街区正在紧张建设中，

部分商家已完成装修。不久后，这条街将集

生产加工、流通销售、餐饮娱乐、文创展示等

功能于一体，成为品尝四平玉米好滋味、讲

述四平玉米文化故事、激发四平玉米产业集

群效应的新地标。

寇春生表示，四平玉米主题街区建设项

目是当地洽谈引进的 30 个玉米产业项目之

一，旨在以三产带动一产，让人们在吃喝游

娱中沉浸式感受四平玉米文化，推动四平玉

米实现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从一根玉米到系列主食——

四 平 玉 米 真 美 味四 平 玉 米 真 美 味

深圳湾海风运动公园里，作为代言人

的卡通唐偶少女“荔娜”和荔枝 IP 玩偶“荔

荔安”正带领深圳市民品尝新鲜荔枝、体验

传统木工、观看皮影戏、选购文创产品⋯⋯

近日，以“老传统+新创意”为亮点的创意

市集——“枝间生活节”为深圳市民增添

了一处感受城市文化与商业融合氛围的

好去处。

随着城市经济体系的重构和消费能力

的升级，以创意设计为核心打造的 IP 给传

统文化赋予新内涵与时代趣味，也为消费

市场注入新鲜活力。盛夏，正是荔枝成熟

时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荔枝象征着甜

蜜与美意。如今，荔枝的内涵也在不断丰

富，其谐音“励志”恰与深圳奋斗之城的精

神内核相契合。每逢蝉鸣荔香时节，深圳

市民都会邀请海内外亲朋好友光临荔园尝

鲜，即摘即吃。

“本次活动特选取‘岭南水果之首’荔

枝作为 IP 形象，以唐宫仕女图为创意原型，

将荔枝水果转化为荔枝唐偶‘荔娜’。我们

为荔枝画上了萌萌的大眼睛，设计出小精

灵‘荔荔安’。将荔枝在传统文化中的独特

性及美好寓意以生动的卡通形象展示出

来，以便进一步向青少年推介中华传统文

化之美。同时也借此深度开发以城市为单

位的 IP 矩阵、打造城市文化及文创产品的

城市文化聚落，形成文化消费赋能城市发

展的新动力。”活动策划方深圳心艺文化创

意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姗姗说。

“好鲜好甜的荔枝！”活动现场，游客不

断发出阵阵赞叹声。游客品尝的正是深圳

天美荔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旗下产品。“当

今消费者对于水果的颜值要求很高，因此

我们建立了自有外观选果标准，挑选出的

荔枝外观均呈深红色或暗红色，表面光滑、

有光泽，形状以圆球形或短圆柱形为主，较

为有弹性。”公司总经理谢永红介绍，除了

颜值，新鲜也是产品的一大亮点。“荔枝离

开树枝后鲜度仍然不减的背后是公司全供

应链锁鲜技术与自主研发的采后保鲜包装

技术。我们已专注荔枝产业链经营 24 年，

在清洗、分拣、预冷等环节层层把关，让消

费者享受到最新鲜美味的荔枝。”

传统工艺通过融合现代创意和设计，

与生活实际和时尚需求相结合，打造出了

新的消费场景。刨、锯子、凿、斧子，在枝间

生活节现场一处手工体验专区，深圳市龙

岗区代表性非遗项目古建筑木艺代表性传

承人丁全通过展示梅花锁、双十字笼等榫

卯产品，让广大市民直观了解中国古建筑

木艺的传统技艺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除了出售产品，市集还能让消费者实

地体验。”丁全告诉记者。深圳市民万梅一

家四口在现场体验良久，她告诉记者：“我

们一家人都了解到了斗拱锁的有趣之处，

看似简单，却极富科学性、自然性与艺术

感，凝结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不愧是我

国民间广泛流传的益智玩具。我们买了好

几个产品，准备让孩子回家接着钻研。”

作为我国民俗文化的活化石，皮影戏

也在不断紧跟社会发展，以“老”手艺来讲

述时代“新”故事。由深圳金丝猴潮俗皮影

剧社表演的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儿童皮

影戏中，被香蕉皮滑倒的小学生、不听话的

小狗，时不时逗得全场观众捧腹大笑。第

五代深圳皮影戏传承人罗亚斌说：“我们这

次带来的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融合

了垃圾分类、绿色环保等理念，推出了很多

老少皆宜的演出剧目，很适合深圳人的年

龄结构与知识结构。”

“这里演出的皮影戏不是对寓言故事

单纯地模仿还原，而是结合了当下的主题，

有针对性地进行改编，让人眼前一亮。过

几天，我还准备约几个朋友再来观看。”深

圳市民杨寅璐说。

近年来文玩市场持续升温，各式文玩品

类成为大众的“宠儿”。在“微波小摊”上，各

种手串吸引游客纷纷购买。“手串不仅是作

为一种时尚潮流而存在，更是对我国千百年

来祈福文化的传承。”摊主张子涵介绍。中

国民协民间生活方式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

书长陈悦成表示，近年来，文化创意行业的

快速崛起，逐渐成为拉动当地消费增长的新

引擎。文创产品的多样化和高品质逐渐影

响和重塑着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与需求，引导

消费者更加注重购买符合自己生活方式、文

化背景和审美标准的文创产品。

在在““枝间生活节枝间生活节””上上，，深深

圳市民正在拆解斗拱锁圳市民正在拆解斗拱锁。。

张张 弛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② 图为四平玉米凉皮。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图③ 图为四平玉米面饽饽。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图①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中农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人正在加工鲜食

玉米。 李 坤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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