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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租免税减轻运营成本
春节假日七天，上海接待游

客突破千万、达到1002.29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166.40亿元。

新春期间，上博举办的《从
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
馆珍藏展》和“玉兔精灵”兔年迎
春特别展览，即便采取预约制，
100元的门票依然抵挡不住人潮
汹涌而来。新晋网红打卡点徐
家汇书院见势也立刻改为预约
制，市民苦于预约难。

新春七天，上海的各类文博
展览达142项，本市开放的72家
博物馆举办临展38场，接待游客
50万人次，同比增长61.86%。上
海39家美术馆推出展览86项，
接待游客 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

扩大国内消费，通过高质量供给
创造有效需求、支持以多种方式
和渠道扩大内需。文化消费是
拉动消费回暖的重要构成。而
文化演艺市场的重振是消费市
场不容忽视的拓展领域。

刘艳举例说，以上海为例，
仅2021年上海就有经营性演出
38366 场，平均每天有超过 100
场商业演出，不仅拉动消费，扩
大就业，而且繁荣了文化市场。
开春以来，闵行文化演出市场全
面复苏，剧场演出呈现大幅上涨
趋势，今年1-2月份共有40余场
演出活动，涵盖音乐、舞蹈、戏
曲，儿童剧等多种类文化演出，
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90%的水
平。其中上海城市剧院“奥特
曼”、“迎新春交响音乐会”的上
座率达到了九成以上，该剧院今
年还推出了社会大美育系列演

出“跟着音乐去旅行系列”，全场
公益票价，80元买一赠一，获得
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让更多观
众走进剧场，欣赏高雅艺术。预
计随着疫情的影响逐渐减少，文
化演出市场会迎来一波新的消
费高潮。“后疫情时期，政府应精
心设计政策组合拳，精准帮扶各
类剧院和演出机构恢复演出市
场，使之步入正常轨道，提振全
国演艺市场活力。”

如何推动文化演艺市场恢
复重振？刘艳建议，首先要点燃
演艺团体创作热情，要深入挖掘
中华民族文化底蕴，遵循艺术发
展规律，把加强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作为重点任务，把提高质量作
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要充分
发挥各级各类文化发展资金的
撬动作用，完善扶持优秀剧本创
作的扶持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相统一的文艺创作生产体
制机制，为演艺市场注入源头活
水。

她还建议，推动免租免税政
策落地落实，减轻文化演艺机构
运营成本。“建议继续落实已出
台的针对中小微文化企业的多
项助企纾困政策，包括增值税留
抵退税、减税降费、延长申报纳
税期限和延期缴纳税款、延续执
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
费率等税费政策。“同时，针对这
些政策类型多、内容复杂，演艺
剧场或企业不一定全面了解掌
握的现状，建议有关部门赋予

‘演出行业协会’承担向演艺企
业开展政策宣传、解释内容、协
助申请等职责，做到‘精准服务、
不落一户’，在所有演艺类企业
中得到有效落实。”

打造演艺新场景促进消费
2022年下半年，国家电影局

曾开展2022年电影会费消费季
活动，向全国人民发放1亿元观
影消费券。今年以来，不少地区
也陆续发放一定数量的电影消
费券，有效提升了市民的观影热
情。

刘艳非常支持消费券的形
式，她建议继续采取“线上+线
下”方式进行电影消费券的发
放。同时，向居民发放一定规模
的演艺电子消费券，可分为本地
居民和游客两类，让游客也可以
在旅游目的地享受到当地的文
化演出，感受文艺演出市场的繁
荣，在文旅融合中提振演艺行业
消费潜力。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开

展社区文化艺术节，政府购买演
出服务，扩大演艺消费需求。”刘
艳建议，在政府统一安排和支持
下，以社区等为单位，谋划设计、
组织动员、分期分批开展多样化
的“社区文化艺术节”活动。除
了组织群众自娱自乐外，可采取
政府购买演艺服务的方式，支持
基层政府与艺术院团、演艺场馆
签订合作项目合同，向院团购买
高质量文化演艺产品，让社区居
民走进专业演出场所，满足与美
好生活相适应的精神文化需
求。今年开春，上海部分区已开
始就此作出有益尝试，收益甚
佳。

她还建议，拓量提质新演艺
空间，打造演出新场景，创新消费
新场景。持续发掘博物馆、艺术
中心、实体书店、文创园区、商
场、办公楼、酒店、餐厅、茶馆、书
院等资源，扩大“新演艺空间”
数量，以“演艺+”、“零售+演
出”等新产业模式，将戏剧、演
艺搬入餐厅、酒吧等空间，为观
众带来更多元化的观剧体验，
促进城市活力发展。同时，结
合“城市更新运动”，选择沿江地
区合适的工业遗存空间，打造

“历史积淀与演艺碰撞”的全新
“超级演艺新潮空间”，上演大型
沉浸式互动光影秀、中小型演出
等演艺项目。如上海著名的文
商旅打卡地“老外街”上的演艺
新空间“THE BOX”通过自创节
目演艺和租场服务等方式，充
分利用有限空间，已实现全年
无休的可观效应。目前，上海
的一些文创园区也开始引入小
微剧场和演艺培训机构，布局
演出新场景。

用文艺创作讲好中国故事
经历疫情考验，演员们渴望

舞台，观众们期待演出，演艺行
业在开年之后就呈现出春天万
物复苏的生机，这样的场景令人
喜悦和振奋。

“上海歌剧院最近完成了全
新制作的普契尼歌剧《波西米亚
人》的首演，广受好评；与国家大
剧院、陕西大剧院联合制作的歌
剧《托斯卡》，通过整合各方优势
资源、共享艺术生产经验，开启
国内歌剧排演深度合作的新模
式；大型原创交响合唱《复兴的
大地》也将在不久后首次亮相上
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许忠一口
气说了好几档歌剧院打造的重

头大戏。
在他看来，上海歌剧院一直

有红色文化的传承，有江南文化
的滋养，也有海派文化的浸润。
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
中流砥柱，也作为上海打造“亚
洲演艺之都”的中坚力量，始终
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坚持守正创新，希望用更多
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
精神传递给世界。

许忠介绍，今年，上海歌剧
院将承担3个重要剧目的创作，
这 3 个剧目涵盖三种不同艺术
样式，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
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有
新时代现实题材的交响合唱
《复兴的大地》，还有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题材的舞剧《永和九
年》。

“ 文 艺 是 时 代 前 进 的 号
角。”许忠说，上海歌剧院将继
续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和
排演更多新时代主旋律作品，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把最好、最美、最真诚的艺
术献给人民，也把中国精神传
递给世界，让世界聆听到中国
的声音。

引导观众享受歌剧之美
“中国歌剧事业的光明前

景，既需要好作品，也需要好观
众，我们希望引导更多普通观众
发现、享受歌剧之美，这一点，我
们在努力，也希望能更接地气，

产出更大的成效。”许忠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
升国际传播效能等，都让许忠
感同身受。歌剧被誉为“艺术
皇冠上的明珠”，却也容易让很
多 人 产 生 距 离 感 ，觉 得 太 深
奥。许忠认为，其实不然。文
艺工作者除了创作好的作品，
同样肩负美育工作的使命，要
让更多人享受艺术，感受艺术
的力量。

“歌剧本身就是多元化艺
术的综合体现，作为一个综合
的 美 育 教 育 载 体 ，也 非 常 合
适。我觉得，应该加大力度将
歌剧艺术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作
为美育教育加以推广。”许忠举

例说，歌剧里边有合唱，合唱很
能展示一种声乐美力量美，而
且是大家都能触手可达的，因
而，在即将到来的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里，歌剧院也参与到
上海群众的合唱活动里去，通
过走到大家的身边，消除距离
感，用专业的知识来指导他们，
帮助大家提升歌唱和欣赏水
平，也带动更多老百姓走进剧
场、走进演绎空间，欣赏不同的
艺术形式和作品。

许忠期待，歌剧的传播能更
加广泛更加接地气，走进社区、
乡村，让老百姓了解和喜欢这种
艺术样式。同时，也要通过更多
惠民政策的出台，邀请公众走进
剧场，享受艺术。

刘艳委员：免租免税减成本，打造新场景促消费

烟火气回归 让演艺市场暖意更浓
文化演出市场的烟火

气又回来了！当看到这个
春节，朋友圈里都是大家
观展、看演出、旅游的九宫
格时，全国政协委员、闵行
区副区长刘艳写下相关提
案，要为推动文化演艺市
场恢复重振支招。“现在不
光是旅游业，文化演出市
场也很热闹，出现了欣欣
向荣的势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上海歌剧院将继续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许忠代表：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人享受艺术之美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正在北京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为来自文艺界

的代表，他时刻不忘自己担负的新使命。他期待，用好的文艺创作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精神传递给世界，还

要更接地气地普及歌剧艺术，做好面向公众的美育教育。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刘艳委员。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许忠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