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文化2025年4月16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刘剑峰 美术编辑翁浩强

4月8日，中信银行在京举办支持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服
务全覆盖行动方案发布会。

会上，中信银行正式发布《持续深化金
融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围
绕“五五三三”四条主线，即以金融“五篇大
文章”为引领，积极布局首发经济、海洋经
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悦己经济“五大新
业态”，不断深化跨境、供应链和资本市场

“三大场景”金融服务，打造银政合作、融融
协同和产融协同“三个合作生态圈”，全面
构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新格局。同时，方
案从政策资源支持、聚焦重点领域、支持重
点场景、客户分层经营、推动协调发展、畅
通资金循环、强化协同赋能、加强组织实施

等八个方面提出了30项工作举措，全方位
加大对民营经济支持力度。此外，中信银
行还发布了《专精特新企业服务方案》，力
争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更扎实、全面、高效
的金融服务。

恒力石化、亨通光电、并行科技、思朗
科技、海昶生物、润果农业等六家民营企业
代表现场发言，对中信银行长期以来的优
质金融服务表示肯定，并对未来的深度合
作充满期待。

会议现场还举办了“中信专精特新服
务联盟”启动仪式，中信集团旗下7家金融
机构将进一步整合银行、证券、信托、保险
等资源，合力打造全方位服务平台赋能专
精特新企业。

“繁星璀璨 信伴同行”
中信银行发布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广告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淮剧团2025年赴长三
角巡演活动4月15日启动。这次他们将
在江苏太仓和滨海两城演出《火种》和淮
剧经典折子戏专场，上淮的优秀演员逐渐
挑起大梁，走到舞台的中央。

淮剧《火种》是上海淮剧团2023年创作
的年度大戏，并列入2022年度上海市重大文
艺创作资助委约创作项目。该剧以1926-
1927年间发生在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为题材，写的是底层产业工人的故事。

淮剧《火种》首演后一炮而响，后又经
过三轮修改打磨，直到现在已经日臻成
熟。作为一部红色题材戏曲作品，《火种》
向成为经典之作不断接近。记者了解到，
《火种》此番赴长三角演出，汇集了邢娜、
邱海东、赵悦、赵国辉等四位“白玉兰”奖
获得者及青年力量。为了让太仓、滨海的
观众感受到淮剧《火种》的那份革命激情
和蓬勃的生命力，全剧组上下全情投入，
又一次对剧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
进行了深挖和细抠，人物角色内心的细腻
情感和个性特征日趋彰显。

而淮剧经典折子戏专场，则主要由青
年人挑大梁。此次上海淮剧团准备了《刘
二姐赶会》《千里送京娘》《赵五娘·行路》
《十五贯·访鼠测字》《赵五娘·书房会》《王
佐断臂》《车篷产子》《罗英访贤》《河塘搬

兵》等多出经典好戏，多位一级演员、二级
演员携手青年演员轮番上阵，四朵“白玉
兰”的绚丽绽放，令人期待。

上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院团
赴长三角演出，既是对院团实力的一次全
面检阅，也是人才梯队建设的重要一环。
近年上淮除了不断传承经典创新剧目，更
是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不仅让中生代演
员挑大戏、出新戏，还围绕淮剧学馆主题
为青年演员量身打造“嫩芽吐蕊苍松劲”
淮剧经典折子戏专场以及个人专场演出，
让青年人也在很小的年纪就能站到舞台
中央，接受舞台的历练。“以演促学”已经
被认为是一个青年人快速成长的途径。

据悉，此次巡演将持续到10月，除了
太仓和滨海，还要去东台、扬州、涟水、宁
波、安徽等地，剧目则还有《郑巧娇》《三女
抢板》（传承版）《大圣来了》《王宝钏》《金龙
与蜉蝣》（传承版）《满庭芳》《琵琶寿》等。
可以说，上海淮剧团老中青三代演员和近
年排演的优秀剧目都出动了。

近年上淮几乎每年都会赴长三角演
出，淮剧在长三角地区拥有扎实的戏迷基
础，苏北地区也是淮剧的发源地。不过相
比苏北的老淮腔，上海的淮剧具有独到的
特征，具体而言就是“都市新淮剧”，这是
一种属于都市的淮剧，所呈现的也是都市
的特征。而他们的巡演则让观众领略了

“都市新淮剧”的独特风情。

上音透露，上音版歌剧《艺术
家的生涯》由上音院长廖昌永担任
艺术总监，上音作曲指挥系教授张
国勇担任艺术顾问，力邀知名导演
李卫执导。该剧汇聚上音校友于
冠群、上音毕业生胡斯豪、上音博
士女高音罗玉丹，以及男高音夏侯
金旭、旅德男中音姜棵，联袂一批
优秀上音歌剧演员，由上音青年指
挥金郁矿执棒新古典室内乐团、上
音合唱团、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
共同呈现。

歌剧《艺术家的生涯》是意大
利作曲家普契尼的经典四幕歌
剧。普契尼用诗意的旋律，展现
了巴黎艺术家们的生活，用音乐
描绘了他们在爱情、友情与现实
之间的挣扎与无奈。此次上音的
制作，将故事创新演绎。上音歌

剧院舞台化作塞纳河畔流动的盛
宴，通过双合唱团的声音展现巴
黎街头的烟火气息。金郁矿执棒
的新古典室内乐团，以00后的锐
气带来青春澎湃的气息。

据介绍，该剧主演团队平均
年龄不到26岁，大部分均来自上
音。据主创介绍，这部剧中艺术
家的“生涯”二字有双重隐喻。唱
响国际舞台的于冠群、夏侯金旭
载誉归来；上音博士胡斯豪即将
征战海外舞台；一批批上音学生
在舞台上历练成长……他们在演
绎剧中人生轨迹的同时，也是用
自身的经历讲述当代中国歌剧
人、中国音乐人在全球舞台上的
突围之路。

饰演咪咪的女高音歌唱家于
冠群毕业于上音声乐歌剧系，近

年来，她在世界各大著名歌剧院
和音乐节进行演出，成为备受国
际舞台关注的中国女高音之一。
这次和上音的“后辈们”一起合
作排练，让她感慨不已，“他们都
很拼，充满了活力”“他们比当年
的我们更成熟、更优秀，知道怎么
走位、怎么抖包袱，他们的将来会
更光明”。

胡斯豪是第十二届中国音乐
金钟奖（美声）金奖获得者，上音博
士。他在上音制作的多部歌剧中
担任主要角色，现为美国旧金山歌
剧院、芝加哥歌剧院等签约艺术
家。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他仍
然觉得像戏剧一样精彩——当年
还在深圳读高一的自己，去北京国
家大剧院观看有“世界第一弄臣”

美誉的列奥·努奇主演的《弄臣》，
“我买了最便宜的票，坐在山顶，他
的声音穿过整个剧场，击中了我”，
从此他立下宏愿，“我也希望像他
一样站上歌剧舞台”。随后，一个
高中生选择了自己一个人从深圳
来上海学习声乐，最终在上音深
造，“廖昌永院长提出的‘教创演
研’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为我们
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实践机会。”

指挥金郁矿是上音作曲指挥
系优秀毕业生。2015年考入上
音附中指挥专业，在上音“大中
小”一贯制培养体系中成长起来，
两度斩获国际指挥大赛亚军，荣
膺全国“十大青年指挥人才”，他
发起组建新古典室内乐团，并担
任四川爱乐乐团首席指挥，是近
年来冉冉升起的指挥新星。但提
起这部经典作品，他说自己仍然
需要全力以赴，因为“无论是年轻
的还是年长的指挥，这都是一部
让人发怵的歌剧，每一个地方都
是陷阱，每一个地方都是困难”。
他介绍，从演员到乐手，完成一部
全景歌剧制作，涉及的人数超过
100人，而且需要将交响乐、戏剧、
装置艺术等内容融合在一起，“我
要从指挥室内乐的思维转换到指
挥大型歌剧，此次经历对我而言
既新鲜又具有挑战性。”

近年来，上音相继创演十余
部中外经典与原创歌剧作品，包
括《康定情歌》《贺绿汀》《费加罗
的婚礼》《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茶
花女》《卡门》等，依托上音歌剧院
组织开展歌剧节、国际声乐比赛、
歌剧人才培养项目和歌剧理论论
坛，推动歌剧创作、表演、理论、市
场的全链条覆盖，以人才培养为
首要目标，锻造了一大批优秀歌
剧人才，服务城市文化建设，为上
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注入经典艺
术新动能。

上淮启动赴长三角巡演

传承+创新 青年演员挑大梁

上音歌剧院亮相之初，上海音乐学院就给
它设定好了定位，即院长廖昌永透露给外界的

“十六字方针”——上音主体、歌剧特色、
学术高地、市场运营，“希望
通过这个平台，不只是培养专
业演员，还要培养剧院管理人
才”。所以，第40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大戏、上音
版歌剧《茶花女》余音仍绕梁，
又一部“上音出品”歌剧即将献
演。4月17日、18日，作为上
音学科建设成果展演季暨2025
上音歌剧院春季演出季项目，普
契尼歌剧《艺术家的生涯》（又名
《波西米亚人》）将点亮上音歌剧
院舞台。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金郁矿和前辈张国勇。

胡斯豪和于冠群。

主演团队平均年龄不到26岁

上音这群“波西米亚人”青春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