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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山西太原正被一场场演唱会

点亮。“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是时下备

受年轻人青睐的休闲娱乐方式。今年以来，

太原已举办 32 场大型演唱会，吸引近 100 万

人次观演，带动消费 41 亿元。太原做足演艺

经济文章，在用“行走的 GDP”丰富城市文化

生活的同时，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更

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

一座温暖的城

“我提前半个小时就盯着手机，不断刷

新页面，比抢春运车票还紧张。好在最后抢

到了，能去太原圆梦！”歌迷李茜是歌唱组合

“凤凰传奇”的“铁粉”，她告诉记者：“来太原

看演唱会是我送给自己的 30 岁礼物，在太原

的旅行非常舒适，不虚此行。”

近年来，太原城市上空频繁被演唱会的

激昂旋律萦绕，一场场星光熠熠的演出，犹

如强力磁石，吸引着全国歌迷的目光。从国

内一线歌星到国际知名乐团，纷纷将太原列

为巡演站点，让这座素有“龙城”之称的古老

城市，转身一变成为热门打卡地。

太原市文旅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约 13 万歌迷在太原观看了张杰 2024 巡

回演唱会，近八成歌迷来自太原以外地区；

2024 五月天“回到那一天”25 周年巡回演唱

会太原站售票约 18.4 万张；2024 李宗盛“有

歌之年”巡回演唱会太原站售票约 10 万张；

国庆节前夕，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

会太原站圆满落幕，吸引歌迷约 10 万人次。

歌星和歌迷们为什么选择太原？因为

太原把歌迷放在心上。“看完任贤齐演唱会，

散场后，路边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免费接驳公

交车非常震撼，那么多公交车让我感动得眼

泪都流出来了。”从北京来的歌迷米宏霓告

诉记者，演唱会期间，歌迷还可以凭演唱会

门票享受太原重点景区免票优惠，免费乘

坐市内公交、地铁。在机场、火车站，太原

还为歌迷免费发放了伴手礼，“太原真的太

温暖了”。

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产业管理教研室主

任张黎敏认为，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太原正

在从传统的工业城市转型为文化城市，提供

的政策支持力度空前，这些释放出的信号被

演出团队和主办方看好，自然会选择落地太

原。同时，太原的地理位置和逐渐完善的基

础设施，使其成为举办大型活动的理想地

点。这些活动不仅限于演唱会，还包括其他

文化和旅游活动。

聚拢旺盛人气

“平时一晚能卖几百串，演唱会举办当

天，准备的几千串都不够卖。”在太原红灯笼

体育场附近经营小吃摊的李维佳一提起今

年接踵而至的演唱会，就笑得合不拢嘴，他

告诉记者：“今年的收入至少翻番。”

在演唱会场馆附近，除了烤串、面皮、酸

辣粉、刀削面、冰激凌等夜市美食，各类周边

产品也是琳琅满目。从定制徽章、海报、荧

光棒到特制盖章本，应有尽有。美妆小姐姐

也纷纷出来支摊，化彩妆、编小辫儿，热闹的

叫卖声“燃爆”夜经济。

在稻田公园举办的太原稻田音乐节开

启了当地演唱会经济新模式。舞台搭在公

园里，音乐与稻田美景相融。演唱会结束

后，歌迷们还能在公园内享受吃、住、玩一站

式服务。据介绍，仅 10 月 26 日、27 日两天，

就有 6 万多人来此打卡。

酒店行业也搭乘演唱会东风迎来入住

高峰。太原市区内各大酒店提前数周便被

预订一空。“为了看演唱会方便，我预订了场

馆附近的酒店，虽然比平时贵些，但能节省

路上的时间，看完演出能直接走路回去休

息，很值。”北京游客刘琦说。

不仅如此，商场、超市也纷纷延长营业

时间，抓住歌迷们购物休闲的需求，销售额

显著增长。数据显示，太原市今年演唱会带

动门票收入 10.4 亿元、住宿 7 亿元、餐饮 3.39

亿元、购物娱乐 11.88 亿元、市内交通 1.94 亿

元、其他 6.34 亿元。

良好的口碑让太原文旅产业聚拢了旺

盛人气。携程数据显示，进入太原旅游的订

单增速位列全国省会城市前十。

提升城市品质

“歌迷之城”引来巨大流量，带火文旅产

业，推动城市出圈，同时也在倒逼城市升级。

“短时间内观众大量聚集，考验着一个

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和服务保障能力。”太

原市副市长李永强表示，文旅、公安、交通、

消防、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同工作，对

保障演唱会安全顺畅举办至关重要。

据了解，太原成立了营业性演出服务保

障工作专班，各部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并

强化现场调度和协调联动，高效解决演唱会

举办的堵点难点问题。在一次次的实战中，

太原总结出了适合当地演唱会经济发展的

经验。今年 4 月，太原出台的《支持演唱会经

济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更是将这些经

验和要求细化，为太原建设“华北地区重要

演艺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撑。

受益的还有举办演唱会的场馆。从曾经

的一年只有两场大型演出到如今很多项目主

动找上门，华舰体育集团董事长王琳对未来

盘活场馆资源充满信心。“相信随着太原‘歌

迷之城’的建设，我们的场馆一定能发挥出更

大潜能，引进更多高质量演出，为助力区域经

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对太原而言，这不仅是

一场场演唱会，更是提升城市

知名度的重要方式。”太原市

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师旭东说，下一步太原将继续

完善旅游基础配套，丰富旅游

产 品 供 给 ，提 升 旅 游 接 待 能

力，加快建设“华北地区重要

演艺中心”，打造“国内外重要

文化旅游目的地”。

太原加快建设华北地区重要演艺中心——

演 艺 经 济 推 动 城 市 出 圈
本报记者 梁 婧

九江之夜如诗如画
本报记者 刘 兴

华灯初上，在江西九江市濂溪区的国

潮文旅街区九江之夜，《琵琶行》表演再次

开场，穿梭在青绿山水间的游客纷纷拿起

手机，记录着绵延千年的“浔阳风华”。“我

特意从哈尔滨赶过来，这里既能领略文人

墨客的风采，又能看到流传在当地民间的

传说表演，表演看累了，旁边就有各式各样

的小吃。”游客王滢说。

濂溪区是九江市的中心城区，临江滨

湖、靠山融城，人口聚集、高校汇集，具有

巨大的消费潜力。近年来，濂溪区积极培

育夜购、夜食、夜娱、夜演、夜展、夜宿等业

态 链 条 ，推 动“ 文 化 + 商 业 + 旅 游 ”融 合

发展。

“街区聚焦本地文化 IP，以小景观展

示大场景，以国潮文化为故事线，深度挖掘

历史人物故事，将九江文化符号、名人风

采、民间传说尽数呈现。”项目运营方、锦上

添花文旅集团区域总监罗剑介绍，有别于

老街，九江之夜经过重构、创新，营造热闹、

繁华、充满生活气息的氛围，并运用导演主

义设计理念、电影级布景手法、场景化沉浸

式打造方式，赋予文旅街区特有的文化理

念，既立足文化，又贴近生活，实现强势出

圈。自去年 12 月开街以来，九江之夜总客

流量已经达到 321.8 万人次。

浔阳夜送、策马破关、《琵琶行》游船渔

歌、珠湖绝恋、梅楼招亲等精彩的演艺节

目，将九江之夜渲染得如诗如画；激情四

溢的打铁花，惊险刺激的喷火表演以及极

具特色的篝火晚会等活动每日如期举办，

将 九 江 之 夜 的 市 井 烟 火 气 展 现 得 淋 漓

尽致。

“在这里，传统文化于润物细无声中，

丰沛着游客的民族情感，把中国式的浪漫

氛围以及市井烟火气拉满。”九江市民申婉

宁说，游客可以全方位地感知和体验当地

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增强他们对文旅

街区的情感认同，使游客成为忠实的回头

客，从而实现流量向“留量”的转化。

优化运营是夜间文商旅深度融合项目

的关键。濂溪区通过引进专业运营团队，

从游客接待、活动安排、管理服务、环境维

护、安全管理等方面入手，不断为市民和游

客提供更加优质、舒适、安全的旅游体验。

濂溪区委书记赵和平表示，将继续通过积

极探索多业态融合的夜间经济发展新模

式，深挖本地文化内涵，大力开展文化体验

活动，让游客从“看景”变“入景”。同时积

极创新业态形式，引入夜间集市、特色小

吃、文化演出等，与文艺团体、手工艺人、非

遗传承人合作，共同开发文创产品，进一步

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不断擦亮“德

化净土、悠境濂溪”文旅品牌。

直播电商为发展注入“云动力”
本报记者 代 玲

趁着直播间促销，西藏拉萨市曲

水县居民索朗央吉在西藏本土某护

肤品品牌直播间下单了 2000 余元的

高原护肤品。

“第二天就收到了，产品与直播

间展示的一致。”索朗央吉说，时效、

质量、折扣这些因素促使她喜欢上了

在直播间购物。

拉萨消费者孙悦也爱在直播间

购物。她最爱购买的是藏鸡蛋。“和

其他购买渠道相比，直播间的藏鸡蛋

更新鲜，价格也实惠。”孙悦说，她已

经在直播间买藏鸡蛋一年多了，每次

都很满意。如今，她在直播间购买西

藏本土产品的范围扩大到了辣椒、土

豆等。

近年来，融合了社交、娱乐、互动

和观感体验等诸多属性的直播电商

在高原快速兴起。西藏自治区商务

厅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11 月，西

藏全区参与直播的农产品实现网上

零售额 1.95 亿元。

顺应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越来越

多的高原商家开通了直播。今年 12

月初，拉萨蛋糕品牌“雪林卓雅”开通

了直播销售渠道。首场直播仅 2 个小

时，销售额就相当于平时一天的水

平。品牌创始人郑娜娜直呼，没想到

直播销售的潜力如此大。未来，将在

选品、活动方面下功夫，做好直播，满

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西藏民族大学教授、财经学院院

长陈爱东认为，直播电商信息沟通

快、交易方式活和交货时效高等特

点，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使生产

者有了更多、更好展销自己优质产品

的机会，打破了高原地域广、产品分

散的限制，促进了高原内部市场的流

通，加速了西藏产品走出高原融入全

国统一大市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这也是电商兴农，赋能西藏特色产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为激发全区电商发展活力和内

生动力，今年 11 月至 12 月，西藏举办

了首届直播电商大赛。大赛启动以

来 24 天的初赛赛程内，来自西藏近

60 个县区的 162 名主播直播带货销

售额突破千万元，带动了冬虫夏草、

肉干肉脯、灵芝产品等西藏农特产

品走上“云平台”，充分展示了直播电

商在促进消费、推动“藏品出藏”等方

面的巨大潜力。

在决赛的 2 个小时直播中，拉萨

德丽瑟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德吉卓

玛和她的助播团队实现销售额达 55

万元，获得“最美藏品推荐官”金奖。

今年 31 岁的德吉卓玛已创业 11 年，

起初，公司主要依靠传统销售渠道。

5 年前，公司进入直播电商赛道，每年

直播营业额达四五千万元。

“通过直播，我们与消费者可以

更直接有效互动，这促使我们不断围

绕消费者需求推出新的产品、提升产

品品质。”德吉卓玛说，直播架起了企

业和消费者沟通的桥梁，能够更直接

反馈产品效果和消费者的新需求，促

进了企业和品牌的成长。未来，他们

将依托直播电商，开拓更大市场，让

产品更好走出高原。

直播电商主播们用镜头展示优

选藏品的独特魅力，不仅打造了西藏

电商新名片，也展现了西藏电商产业

的巨大潜力。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副

厅长果凯介绍，在直播电商带动下，

2024 年前三季度，西藏全区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实现 138.0 亿元，同比增

长 91.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重的 20.6%，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强劲“云动力”。

果凯表示，下一步西藏将推动出

台直播电商示范基地、直播达人认定

管理办法，全力培育扶持直播电商示

范基地、直播达人，完善西藏直播企

业库、直播人才库、直播带货选品库，

融合搭建直播企业、达人与供应链对

接平台，打造直播电商发展良好生

态，实现“以赛聚才、以赛兴业、以赛

促用”。

首届直播电商大赛也搭建了供

应商、品牌方与直播机构对接的桥

梁。60 多家本土企业为赛事直播带

货提供了产品保障工作，也为建立西

藏直播选品库打下了良好基础。“大

赛的举办，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展示和

交流的平台。”林芝市巴宜区搭末拉

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述超说。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孙庆坤孙庆坤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歌迷之城歌迷之城””引来了巨引来了巨

大流量大流量，，带火了文旅产业带火了文旅产业，，

推动了城市出圈推动了城市出圈，，同时也同时也

在倒逼城市转型升级在倒逼城市转型升级。。

丰富产品抢抓冰雪消费新机遇

商

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冰雪

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

力的若干意见》提出，丰富冰雪消

费产品，引导条件成熟的地方创

新冰雪消费模式，组织开展冰雪

消费季等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

费活动。日前，天津、河北等多地

发布元旦春节冰雪消费活动安

排，冰雪消费市场释放出巨大潜

力——群众参与度不断提升，消

费场景不断拓展，冰雪运动器材

装备、冰雪旅游服务、体育培训等

蓬勃发展。

自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举

办以来，冰雪运动受到更多人喜

爱；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即将

召开，再次点燃了大众的冰雪消

费热情。但我国冰雪消费产品仍

较单一。比如，冰雪装备主要集

中于竞技类产品，专业性较强；冰

雪运动场多在室外，受季节、天气

影响较大；冰雪消费目前主要集

中于赛事和装备，文创类产品较

少；滑雪场、冰场教练数量不足，

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等。这都需要

丰富产品抢抓冰雪消费新机遇。

冰雪产品首先应当满足大众

消费需求。当前，冰雪运动正在

普及，群众参与度不断提升，很多

消费者开始尝试冰雪运动。他们

拥有的相关知识不多、专业化程

度不高，但消费需求迫切且规模

巨大。企业可抓住机遇，推出大

众化、多样化的冰雪运动产品，降

低操作难度、提升消费体验，满足

不同消费者需求。

冰 雪 消 费 需 要 注 入 文 化 内

涵。冰雪产品也是弘扬体育精神

的载体，在设计上，可融入体育和

时尚元素，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

精神。如丰富滑雪板图案色彩、

融入国潮元素、推出运动员联名

冰雪产品等。在旅游服务上，要

推动冰雪文化与冰雪赛事、冰雪

运动、冰雪旅游融合发展。例如，天津蓟州区依托盘山、玉

龙滑雪场等冰雪资源，举办京津冀盘山冰雪文化节，并策划

“来乡村过大年”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冰雪运动爱好者。

科技赋能打造消费新场景。冰雪运动对温度湿度敏

感，受季节地域局限。但从消费心理看，南方地区的消费者

因资源稀缺，反而有更加强烈的意愿进行冰雪消费。因此，

如何用好用足优惠政策，盘活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

等资源，运用人工造雪、绿色能源等新技术，建设四季皆可

滑雪的室内场馆，打破季节和地域限制，各地需尽快行动起

来谋划布局。

目前，冰雪消费正在分层，部分消费者处于初步体验阶

段，而部分消费者已经向高水平、专业化迈进。各地应针对

不同消费需求，培育一批冰雪运动培训机构、冰雪运动俱乐

部等，提供规范的专业化冰雪运动指导服务。

图图①① 游 人 在 太 原 市游 人 在 太 原 市

钟楼街游览钟楼街游览。。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詹詹 彦彦摄摄

图图②② 在 太 原 稻 田 公在 太 原 稻 田 公

园 举 行 的 太 原 稻 田 音 乐 节园 举 行 的 太 原 稻 田 音 乐 节

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②②

①①

在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上在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上，，主播介绍西藏文创产品主播介绍西藏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代代 玲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