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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票务与保障
全新挑战勇担当

上海展览中心是这次光影节
的主会场，从9月19日至27日，以
其流光溢彩的建筑秀和创意无限
的灯影产业成果，吸引了众多观众
纷至沓来。据统计，光影节期间，
主会场共接待观众16.6万人次，
有力推动了上海展览中心周边夜
间消费环比增长14.93%。

90后姚英昊负责的是本次光
影节主会场整体保障工作，作为上
海市市容景观事务中心青年突击
队骨干，对他来说，从票务到保障，
每一项都是全新的挑战，因为他原
本是一名景观设计师。

“这是我们开展城市景观秀以
来第一次对外售票，虽然是免费
的，但不免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
全新的挑战。”姚英昊告诉记者，与
以往的开放空间灯光秀不同，此次
光影节与展会结合，通过预约凭票
入场，确保观众获得最佳观看体
验，同时保障安全。

票务工作看似简单，实则挑战
重重。如何实时调整客流量，如何
避免现场观众进不去、预约观众却
未到等问题，都需要实时监控和动
态调整。

国庆期间，光影节曾采取开放
增加票量的措施。“那是一次较大

的调整，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进行动
态调控。”姚英昊介绍，门票中，除
了网上放出的散票，还有部分是为
商圈联动预留的活动用票，“我们
会根据这类票的使用情况，结合场
内外观众情况，及时将其补充到网
络预约平台上，供观众即时预约。”

然而，意料之外的问题也时有
发生。由于光影节国际影响力大，
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但售票平台
虽支持护照登记，却需使用中国手
机号登录App或小程序，导致许多
外国游客无法预约，到了门口干着
急。“我们迅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调整，增设了人工预约通道，通
过护照登记让外国游客也能顺利
入场。”姚英昊说。

压力最大的当属开幕式当
天。“我们从中午十一二点一直忙
到晚上十一二点，真是实实在在的
考验。”姚英昊回忆道。从试运行
开始，他每天12点前便到现场准
备物料，为志愿者做简单的上岗培
训。下午1点30分，首场建筑秀
拉开帷幕，他便一直在现场紧盯客
流。

“前期客流量压力比较大，每
场进来之后，我们再动态地进行调
整，最后4场建筑秀结束时已经到
晚上10点30分了。由于首日试
运行发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当晚我们便召开总结会，对第二天
的工作重新做了安排和调整。”姚

英昊说，刚开幕的那一段时间，他
基本每天都是到凌晨才能下班。

一声“谢谢”
成就感油然而生

自2018年从工业设计专业毕
业，姚英昊便进入了市景观中心，
见证了上海景观照明的蓬勃发
展。从首届进博会到国庆 70 周
年，再到建党百年，每一次灯光秀
活动，他都参与其中。然而，今年
的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仍让他感
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主会场的大幕投影，投影面
积堪称全球之最。使用的投影仪
数量全国领先，从技术角度就给了
我很大的震撼。”姚英昊说。而更
令他动容的是首次与灯光秀配合
展出的成果展。看着灯光亮起，他
能满心喜悦地回忆起，苏州河与黄
浦江两岸的景观灯光，是如何一步
步变得璀璨夺目、如梦似幻的。在
这个小小的展厅里，浓缩了他多年
的心血。

2017年上海景观照明总体规
划第一稿发布，次年，姚英昊的职
业生涯便与这份规划紧密相连
——从以黄浦江、苏州河和延安路
高架为核心逐渐向外辐射，到去年
出炉的上海市景观照明规划总体
规划第二版——他见证了上海景
观照明的不断升级。“未来，我们的

景观照明还会有新的总体提升。”
丰硕的成果、宏伟的蓝图，让他倍
感充实。

而市民的直接反馈，更让他感
受到了工作的价值。在主会场入
口，他常帮忙引导、协助预约。每
当听到市民游客的那一声“谢谢”，
他都倍感温暖。“这种被众人当面
致谢的快乐，我很少体验。以前大
多做幕后工作，少有机会直面观
众。当这么多人进来，我们逐一帮
他们解决掉问题，他们开开心心地
进去欣赏，那一刻我就很开心。”姚
英昊说。

对30岁的他来说，这是一次
难忘的经历。“不仅是我，对我们景
观中心青年突击队里8位同志来
说，都是一次历练。”姚英昊告诉记
者，首届摸索的过程，换来的经验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更是整个团队
的，“所有这些经验总结，都是为了
让明年第二届办得更好。”

亲历盛事
与有荣焉

参与大事件，与有荣焉。这样
的感触，静安区市容景观管理所的
90后青年陈雅雯同样有。

上海国际光影节，不仅主会场
璀璨夺目，全市12个分会场亦是
流光溢彩。128项主题活动轮番
上演，让光影“画卷”流动到了市民

游客身边——全市共制作210余
场水幕秀、裸眼 3D 秀、大型喷泉
秀、激光秀等，累计展演6500余场
次，让市民游客随时随地享受光影
艺术。

今年光影节，陈雅雯负责静安
分会场的规划统筹。静安分会场
共有18个沉浸式光影展项，融合
激光、AIGC、交互、声音可视化等前
沿技术，绚烂背后是无数细节的精
心打磨。从设备取电踏勘到场地
协调，从方案对接到细化落实，每
一步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张园投
影、芮欧百货设备搭设，每一处都
需她细心协调。

“光影节期间我们全员上岗，
每个点位安排3至4人现场保障，
看到最多的画面就是市民游客停
下脚步去感受、参与光影活动。”陈
雅雯说，这让她再一次意识到，夜
景是上海的一张城市名片。而作
为年轻人，不仅是参与者，更是建
设者和创造者，“这种感觉非常
棒”。

和姚英昊一样，在这样的大型
活动中，她确实地感受到了时代涌
动的浪潮。“像这次在光影节期间
投放的静安区节日彩灯全息球，可
以展示360度无死角立体全息画
面，不断播放本次光影节的内容，
实现了全球首创树上彩灯的新演
绎。我也看到许多市民到了这里
就会驻足拍照。”这些美好的瞬间，

也被陈雅雯一一记录下来。她说，
这值得自己永久留念。

生于斯长于斯
热爱她点亮她

今年，杨浦区的光影节分会场
活动盛况空前，190余栋建筑被点
亮，7幕氛围光影展演、6大高能艺
术装置惊艳亮相，20 处打卡点、
206场光影秀与投影秀轮番上演，
吸引近300万人次共赏。

自3月起，杨浦区景观管理所
的 85 后青年王敏便投身筹备工
作，化身“细节控”。“我们区的分会
场活动覆盖范围比较广，从北到南
都有，我在前期对接的点位就有
10几个。”王敏告诉记者，以前的
灯光秀，多聚焦于单栋或者某个范
围内的定点建筑，方案也非常明
确。而此次光影秀不仅范围空前，
更需要不同区域楼宇之间互相配
合。想要提升整体效果，便涉及非
常多点位的沟通，必须要有细致周
密的部署。“就好比合生汇的核心
区展演，就涉及 14 栋楼宇的配
合。”王敏感慨，“这应该是难度最
大的一次。”

而所有前期努力的辛苦，在
最后的精彩呈现面前，显得那么
不值一提。在华丽的光影流转
间，王敏感受到了不同一般的成
就感。看到江湾体育场的“时光

秀带”光影秀时，王敏感动得想
哭：“有一种视觉上最直观的冲击
和震撼，结合江湾体育场本身的
建筑特色，以竞技体育为主题的
燃点，让我感觉充满了力量感和
朝气蓬勃的青春感。”

带着父母家人和朋友去杨浦
滨江时，大家都围坐在滨江广场的
地上，等待着半小时一场的灯光
秀。“你知道周围的人都和你一样，
愿意花半小时在这里翘首以待，那
种感觉也非常好，有着满满的期待
感。”王敏回忆道。

灯光亮起，人群欢呼，镜头定
格精彩瞬间，赞叹声此起彼伏。游
客的赞叹给了王敏极大的鼓舞，

“我们一起花了这么多精力和心
血，非常值得”。

王敏从小在杨浦区长大，如今
能亲手让自己长大的地方变得更
美，这种喜悦“成倍增长”。特别是
两场无人机表演带来的科技感和
未来感，让王敏由衷地高兴，因为
她的家乡“大杨浦”再也不是“工业
锈带”的代名词。从“锈带”到“秀
带”，在面向未来的潮涌中，王敏亲
手点亮了“一盏灯”。“除了是一名
从业者，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市民。”
她说，“从小到大我都相信杨浦会
变得越来越好。”正如光影秀的如
梦如幻，所有的尝试和求索，都是
为了完成一个让人们生活更美好
的梦想。

今年9月19日至
10月18日，一场风靡
全城的灯光盛宴，引领
众人“穿越光年”，沉醉
于流光溢彩的夜上
海。这是上海首次举
办国际光影节，136项
精彩活动，119处打卡
胜地，1100余栋建筑
被璀璨灯光点亮，吸引
了1620多万人次的国
内外游客驻足流连，带
动相关消费高达38亿
元，全媒体传播量突破
30亿次。这场迄今为
止国内规模最大、覆盖
区域最广、活动最丰
富、传播力最强的公益
性光影文化艺术活动，
也让有幸投身其中的
年轻人至今难以忘怀。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青年报：上海此次举办首届

国际光影节，做出了哪些创新实

践？

王辉：本届光影节主要创新
了一个“节展模式”。上海市绿
化市容局与各主办单位精心策
划、反复研究，建立了政府引导、
品牌支持、行业参与、全民共享
的办节模式，达到了流量“集聚”
效果、文化“出圈”效应。光影新
技术在上海各大地标建筑展示
出的光影秀、投影秀、激光水幕
秀，并不只是让人看热闹，更是
展现了上海文化品牌、中华传统
文化、世界文化IP，让这个活动
更具生命力和艺术性，也更能获
得市民游客的共鸣。

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多产业
联动，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局
发动商圈、文旅行业积极参与，
直接带动商圈“出圈”、文旅“出
彩”。像徐汇西岸梦中心油罐
秀、水幕秀带动西岸客流累计
57.5万人次；浦东前滩公园巷推
出光影艺术展，串联起前滩休闲
公园、前滩太古里，国庆期间客
流同比增长45.7%；杨浦五角场
商圈推出光影节票根联动，国庆
期间消费额同比增长40.8%；长
宁“上生·新所”上演光影奇遇
秀，消费额同比增长86.2%。

夜景联动更是拉动消费能
级提升，据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
室（上海）数据显示，节展期间全
市商圈消费约152.4亿元，其中
茶饮消费同比增长56%，17处光
影节商圈消费额及境外客流量
提升显著，虹口北外滩商圈消费
同比增长148.7%，静安苏河湾商
圈消费同比增长 85.2%，黄浦江
游船购票人次环比增长超过
20%。

青年报：上海为何要举办首

届国际光影节，有何意义？

王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让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是光
影节的重要价值所在。我们的
定位就是公益性文化艺术活动，
我们办了136项活动，只有两项
是收费的，98%以上的活动都是
免费活动。光影节中，人人都是
追光者，人人都是创作者。大众
喜闻乐见，人人成为自媒体，让
光影节带来了很多大众传播的
声量。

在小红书上，光影节阅读量
超过1亿次。光影节营造嘉年华
场景，带给市民游客合家欢体
验，给市民游客带来了松弛感和
幸福感。你如果去过光影节主
会场，会看到各个年龄段的游
客，亲子家庭、年轻情侣、上班
族，还有不少高龄老人、残障人
士结伴前来，他们在沉浸式光影
体验中，感受身心愉悦、产生创
作欲望，既在光影中增进情感交
流，也用手机留住一个个精彩瞬

间。他们既是在欣赏光影风景，
也成为光影风景的一部分。不
仅国内，我们在国际上也达到了
一定的传播度，特别是商圈的境
外客流同比增加明显。

我们这次的“一主多点”设
计点亮全城，实现了全民共享盛
世。市民游客不必只到外滩去
看灯，而是全城看灯、随处看
秀。大家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商
业空间、历史保护建筑中去发现
夜景之美，去体验光影，也是在
深度感受上海人民城市建设成
果。

青年报：首届光影节圆满结

束，如何体现长尾效应？

王辉：我们光影节开了个好
头，不能热闹一时，而是要越办
越好、可持续发展，让市民游客
真切感受到长久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让相关产业认识到光影节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光影节结
束后，我们依然会固化光影节展
成果，形成长尾效应。

首先是灯光艺术装置循环
利用。主、分会场30%以上的灯
光艺术装置长期保留，成为“一
江一河”、商圈、公园绿地的夜景
打卡点，例如“璀璨之城”设置于
长宁上生·新所，“悸动”设置于
奉贤上海之鱼，“时空琼宇·共鸣
之心”设置于普陀半马苏河公
园，“星星之火”“星光能量站”设
置于杨浦滨江，“逐梦芯城”设置
于临港环湖景观带图灵广场，

“浦江之约”设置在虹口和平公
园等。

同时光影秀场也会常演常
新。分会场部分光影阵地将作
为固定光影艺术展示场所，形成
长尾效应，继续为夜经济赋能增
效，如徐汇分会场油罐、砼仓以
及船坞，松江分会场泗泾塘，浦
东小陆家嘴群楼等都将作为光
影载体在今后演出主题多元、丰
富多彩的光影文化艺术作品。
同时我们一些光影节提升建设
的部分灯光设施也会予以保留，
成为日常景观照明，比如静安区

南京西路节日彩灯，黄浦分会场
开幕式所在地光明中学灯光设
施等。

青年报：明年第二届光影节

会有哪些提升？

王辉：光影节是一项跨界融
合、开放共享的工作，今年只是
迈出第一步。明年我们希望能
加强组织策划，在塑造品牌、提
升实效、促进消费上下功夫。
包括引入更专业的节展服务公
司来负责执行，让主办单位的
精力投入到完善节展模式、提
升观众体验上来；增强“商旅文
体展”多产业联动实效，助力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商圈、
文化场所加强联动，以“光影+
产业”的新消费模式动员更多
市民体验“夜景 city walk”路
线；推出光影节联动体验旅游
产品，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来
上海夜游，助力上海打造“中国
入境旅游第一站”。

我们也希望能提升传播能
级，促进国际传播。同时扩大国
际交流，与法国里昂灯光节、德
国柏林灯光节、澳大利亚悉尼灯
光节等国际知名灯光节的跨国
联动，吸引更多国际光影艺术家
参与上海光影节，增强作品的艺
术性与多元性。

这是一场人民共享的盛事
——专访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景观管理处处长、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策划人王辉

流光溢彩的盛会，风起潮涌的时代，年轻人亲手点亮“一盏灯”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上海首次举办的国际光影节在全城范围上演了一场灯光盛宴。

张园分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