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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演艺空间和公共空间相

融合，突破传统演出的场地限

制，因地制宜开发戏剧 IP，降低

演出场地的成本，可实现对城

市文化的新引领和再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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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乳品消费潜力

沈

慧

精 致 餐 饮“ 热 辣 滚 烫 ”
本报记者 刘 成

变演艺流量为城市变演艺流量为城市““留量留量””
本报记者 姜天骄

不久前召开的奶业发展形势分

析大会上，与会专家援引的一组数

据让不少人惊讶：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3 年我国牛奶产量同比增

长 6.7%，达到 4197 万吨，创历史新

高 ，但 全 年 奶 类 消 费 却 下 降 了 约

1.6%。一升一降，鲜明的对比折射

出当前我国奶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

势，也使一些人产生疑问：我国乳制

品消费已经到天花板了吗？

从人均消费量看，我国奶类消

费处于较低水平。2023 年，人均奶

类消费量 41.3 公斤，这一数字仅相

当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量的

22.6%至 37.7%，约占全球平均水平

的 40%。无论是与居民膳食推荐量

相比，还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仍有

较大增长空间。

从内部结构看，城乡之间的乳

品消费量也不均衡，城镇和农村居

民乳品消费差距较大。但可以预

见，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

镇化推进和二孩政策的实施，在县

域的城镇和乡村，乳品消费依然蕴

含着巨大潜力，有望成为未来的一

个重要增长点。

前景广阔并不代表前路平坦。

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奶业快速发

展的同时，正迎来高位发展下的挑

战，如奶源阶段性过剩、奶价下行

等。这些问题反映出我国乳制品消

费信心不足，深层次指向乳制品生

产与消费尚未实现同频共振。

如何破局？瞄准消费升级方

向，不断提升与国内需求适配的供

给是当务之急。随着国民消费水平

的提升以及健康饮食理念深入人

心，如今消费者对乳品的态度正由

“喝上奶”转向追求“喝好奶”。《2023 中国奶商指数报告》显示，

“品质至上”已成为乳制品消费者的新需求，营养成分、奶源地、

有机认证等因素均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启示乳品企业

既要不断加强对原料、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的把控，也要及时洞

察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努力开发具有更高营养价值和健康功

能的乳品。

激发乳品消费潜力，要善于挖掘新消费场景。从以高温灭

菌常温液态奶消费为主，到液态奶中冷藏鲜奶占比不断上升，黄

油、奶酪等干乳制品消费快速增长，我国乳制品消费结构呈现多

元化趋势。对此，乳企不仅要持续创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

求，还要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吃喝”兼顾，努力提升原制奶酪、乳

清等干乳制品供给水平，让奶酪等干乳制品早日走上百姓餐桌，

进而提升百姓乳品摄入量。

激发乳品消费潜力，还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当前我国奶

制品消费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消费者对牛奶营养认知不

足，很多地区、很多人不喝牛奶。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和乳企要继

续开展更加丰富的饮奶科普，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乳品营养健

康认知水平，帮助更多人培养健康的乳品消费习惯，全面、持续

增加奶制品消费量。

有人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也有人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看演出自由。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演

唱会、音乐节等相关搜索热度同比增长

23%，常州、合肥、北京、烟台等地音乐节关

注度较高，带动当地酒店住宿、交通餐饮等

增长。一些城市推出街边音乐会，如天津

“桥边音乐汇”、兰州“黄河大合唱”等，让市

民及游客驻足街头即可欣赏。花样演出为

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假日生活，有效拉动文旅

消费，演艺“流量”逐渐转化为城市“留量”。

做热文旅带火消费

“五一”假期，河北廊坊的戏剧主题公园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迎来大批游客。自

去年 7 月开城以来，这一文旅项目持续吸引

海内外游客，成为京津冀文化艺术新地标。

剧场内，围绕《红楼梦》，不同读者的故

事轮番上演；剧场外，近百套江南合院组成

的客栈群落，与主题公园、艺术街区、文化商

街等业态融合，让游客深度体验与《红楼梦》

中大观园相似的“院子文化”。“在这里，演员

即观众，观众即演员。”沉浸式的戏剧体验让

专程从天津赶来的游客王楠楠大呼过瘾，

“戏剧幻城里的每场演出都能把我带入剧情

中，让我认真思考，也再一次了解了《红楼

梦》背后的故事。”

在河北唐山，大型户外实景秀“一路生

花 绽放唐山”刷新了人们对唐山的印象。

1∶1 还原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

从舞台驶向观众席，“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的

铿锵足音轰鸣响彻，打向夜空的“铁花”绚丽

绽放，舞蹈、杂技、极限技巧表演与舞台上

的 钢铁架构结合，现代工业的齿轮缓缓转

动⋯⋯“提起唐山，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重工业

城市，其实，皮影、评剧、乐亭大鼓这些国家非

遗项目都是唐山的文化底蕴。实景演出让更

多人了解唐山，不仅擦亮了城市文旅名片，也

能有效拉动假日消费。”唐山文旅集团南湖景

区“五一”活动项目负责人周常立表示。

在天津，张学良故居和范竹斋旧居打造

的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也成为激发景区新

活力的有力抓手。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副总

经理王楷夫告诉记者，这两年，很多游客为

了看演出二刷甚至三刷景区，沉浸式演艺项

目已经成为景区闪亮的 IP，带火了景区，也

创造了收益。

近年来，许多城市致力于打造文旅新

IP、新地标，希望以文旅为城市赋能，沉浸式

剧目、演出在城市文化消费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专家表示，实景秀项目要吸引

游客，最重要的还是要突出特色。城市要深

挖本土资源，从本土文化中寻找提炼主题，

将创意内容和文化内涵植入场景，形成吸引

市民和游客的文化大 IP。

拓展小剧场新空间

分布在各大商业综合体的小剧场正在

成为文旅消费新亮点。在上海人民广场的

一幢写字楼里，音乐剧《阿波罗尼亚》在“星

空间 1 号”小剧场上演，舞台上唱跳的演员

近在咫尺，观众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脸

上的汗珠。“‘五一’假期和朋友在上海度假，

刚 好 赶 上

了 小 剧 场 演 出 ，

很有创意，也很吸引人。”

来自北京的游客赵睿说。

这两年，小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

拿上海来说，近 20 个小剧场散落在亚洲大

厦 21 层高的写字楼里，它们通常改造自美

容院、理发店、办公室等，在规模和选址上有

别于大剧院的空间设计，可以容纳音乐剧、

话剧等各类演出，成为商旅文体融合的消费

新场景。

上海大世界副总经理许丽告诉记者：

“有人经过的地方，就可以成为剧场。”上海

大世界里有一条很小的过道，本来以为这条

过道废掉了，没想到做成了能容纳 50 人的

剧场。目前，小剧场等类型的演出体量不

大，但演出场次、票房均较 2019 年有大幅增

长，未来市场空间巨大，且拥有大批愿意付

费的受众。

《2023 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

2023 年 全 国 演 出 市 场 总 体 经 济 规 模 达

739.94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 29.30%，达到历

史新高。其中，小剧场和演艺新空间整体呈

现蓬勃发展态势，2023 年演出场次为 18.69

万 场 ，较 2019 年 增 长 471.07% ；票 房 收 入

48.03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 463.13%。从市场

整体看，这些小微型演出在孵化原创作品、

培养创作团队、丰富演出业态、培育观众群

体等方面效果显著。

许丽认为，面对消费群体逐渐年轻化的

态势，小剧场要做“低、小、快”：价格低一点，

产品小众化一点，演出内容快速迭代，这样

才能持续吸引年轻消费者。

“小剧场潜力巨大，但空间有限，经营难

度非常大。怎样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做可

持续化的运营，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是每一

个从业者都需要面对的挑战。”娱乐资本论

创始人郑道森表示。

创新场景打破边界

去年以来，演艺业的经济效能和社会功

能逐步放大。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演出市

场总体经济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专业剧场

演出的场次、票房收入和观演人数与 2019

年 同 期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了 31.09% 、

14.21%和 34.54%，这些数据生动展

现了行业强劲的复苏势头以及形

式多样化、场景多元化的崭新

特征与发展趋势。如何进一

步巩固市场复苏好势头？专

家建议，要促进“演出+”“+演

出”跨行业延展，以文旅融合新

业态为行业发展创造更多可能。

创新场景，打破边界。许多城

市在公园景区、文化场馆中筹划沉

浸 式 主 题 演 出 ，成 为 城 市 文 旅 新 名

片。随着演出消费场景逐渐多元，大

量小剧场出现，降低了观演门槛，年轻

消费者把看演出作为日常消费，就像去

看一场电影、唱一次卡拉 OK 一样方便。

技术加持，体验多元。一些光影演绎项

目融合了声、光、电、影、演、画等先进技术，

走在了智慧化、科技化和数字化的前沿，正

以创新消费场景引领夜间消费新风尚，为夜

间经济复苏繁荣提供了新动能。“在夜游热

潮下，光影演艺潜力很大，有望成为提升夜

间消费的重要抓手。”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

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武国樑表示。

各类演出助力文旅经济跨界出圈。业

内人士表示，行业要学会面对变化，不仅要

闷头做演出内容，还要将演艺空间和公共

空间相融合，突破传统演出的场地限制，因

地制宜地开发戏剧 IP，降低演出场地的成

本 ，从 而 实 现 对 城 市 文 化 的 新 引 领 和 再

塑造。

在青岛市市南区，从万象城餐饮

区前的人头攒动到银鱼巷南枝小馆

的门庭若市，餐饮消费一直呈现“热

辣滚烫”状态。“我们一直想来这家店

尝尝，今天排了差不多 20 分钟队。环

境优雅，食物摆盘漂亮，味道也很好，

从装潢到菜品都充满了精致感。”在

南枝小馆银鱼巷店，正在和家人一同

用餐的青岛市民王凡说。

走进银鱼巷，灯笼、竹林、池塘，

还有一尾尾锦鲤，营造了优雅惬意的

环境。国风十足的茶饮、中式点心，

更为前来就餐的消费者带来如同走

进世外桃源般的用餐体验。“如今的

消费者除了菜品口味，对用餐环境、

餐饮文化等也越来越重视。我们将

历史城区的传统文化与餐饮消费相

结合，通过不一样的文化碰撞提升消

费者体验，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

需求。”南枝小馆银鱼巷店主理人陈

一达说。

青岛市市南区以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核心区为引领，引导众多商

家向精致餐饮迈进。目前，市南区打

造了海信广场、万象城、太平角、银鱼

巷等多个精致餐饮集聚区，助推文

旅、酒店、时尚等消费升级。

“在招商过程中，我们着重选择可

以研发出优质产品的品牌。这类品牌

的主理人也因为银鱼巷的修缮、对品

质的把控和对设计追求完美等原因选

择在这里落户。如今我们已拥有一批

理念上互相认同的主理人店铺，同时

也吸引了一些国内头部餐饮企业，实

现了流量加成。”青岛上街里商业运营

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白雪峰说。开在

这里的精致餐厅，将传承与创新相结

合，凭借文化积淀和创新性、创造性的

消费场景，不仅在本地拥有稳定客户

群，更成为诸多外地游客的体验追求。

位 于 中 山 路 历 史 城 区 的 TS-

INGTAO 1903 店，将啤酒文化与创

意菜品相结合，同时提供休闲、社交

等多重体验，让顾客感受到文化传

承、创新融合、轻松惬意的丰富饮食

体验。“春节期间，我们根据不同啤酒

文化主题包间，推出优惠促销团圆

饭，旨在为消费者留下家庭团聚的美

好回忆。春节假期，客流量和销售额

实 现 了 双 增 长 。”TSINGTAO 1903

旗舰店店长李怡林说。

“ 我 们 是 在 抖 音 上 了 解 到 这 家

店的，来了之后感觉确实很不错。”

来自潍坊的游客赵亮告诉记者，“传

统青岛鲜啤搭配美味创意料理，店

面装潢也是复古国潮风。喝啤酒、

吃老青岛的‘啤气’菜，还有香到天

灵盖的酒搭子美食，这里确实是来

青岛的不二之选。”

商业的相生共荣也让精致餐饮

与商圈、街区等现代消费功能空间相

结合。越是经济发达、商业活跃的地

方，就越能吸引精致餐饮落户。

中午时分，万象城 4 楼多家餐馆

前，就餐者已排起了队。作为本地人

和外地人都超爱的青岛馆子，开海坚

持寻找最好的原材料以保证海鲜的

鲜甜口感。“现在的消费者不仅要吃

得饱，更追求吃得好。我们将时令美

食、二十四节气等传统文化融入餐

饮，带给消费者更全面的味觉体验。”

开海餐饮运营负责人佘薇说。

同一楼层，甄御也已客满。柔和

古典的木制屏风错落有致，飞鸟图案

的背景墙营造出无限的想象空间。

走进甄御，新中式的优雅与端庄扑面

而来。“我们寻味本土食材，回溯过去

青岛菜的脉络，遵从四季时令变化，

将现代烹饪与古法料理相结合，为顾

客提供能够充分满足味蕾的国际化

青岛菜。”甄御（万象城）店店长王若

飞说，“莲花清鸡汤就是将传统文化

与现代表达相结合的代表。完整的

金莲花花苞在慢火老鸡汤的自然加

热下缓缓绽放，莲花的清香和鸡汤的

鲜美相得益彰。”“在最美的季节吃最

合时宜的食物，体验有仪式感的用餐

过程，也是一种生活中的小确幸。”青

岛市民亢雨晴说。

多个精致餐饮集聚区的崛起，吸

引了众多餐饮品牌的加入。2023 年，

青岛万象城就吸引了包括 ZAFFER-

ANO 西班牙海鲜饭在内的 8 家精致

餐饮店入驻。目前，市南区已拥有餐

饮首店 80 余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美

食消费场景，吸引更多消费者光顾。

中国海洋大学艺术系学生在青岛市市南区栈桥景区为游客演奏。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组织的“石府良缘”沉浸式民俗文化演出在杨柳青古镇石家大院

景区上演。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消费者在青岛啤酒里院 1903 酒馆畅饮啤酒。 王 伟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