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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达 34.24 万

场，较去年同期增长 278.76%；演出票房收入

315.4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53.74%。

今年以来，演唱会、音乐节热度不断升

高，新业态、新空间演出明显增多，旅游演艺

市场占比逐步攀升。演出市场表现活跃，为

消费市场带来新的活力。

“2023 年以来，全国演出市场延续上行

趋势，供给需求旺盛，市场活跃。”中国演出行

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分析，大型演唱

会、音乐节和小剧场、新空间共同发力，推动

演出消费及演出拉动的关联消费显著增长。

演唱会、音乐节热度
不断攀升，跨城观演成为
消费趋势

门票热销、演出场场爆满，今年以来，大

型演唱会和户外音乐节的热度持续攀升。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演出场次

1137 场，观演人次 1145 万，平均跨城观演率

超过 60%。

潘燕说，从市场总体看，音乐节、演唱会

强劲的综合带动效应突出。据测算，仅今年

中秋国庆假期，演唱会和音乐节等大型演出

活动带动交通、食宿、游览和周边购物等综合

消费超过 20 亿元。

潘燕介绍，二季度以来，演唱会和音乐节

进入相对密集期，仅“五一”假期，北京就汇集

了 3 个大型音乐节。5 月底至 6 月初，新疆还

先后举办了 3 个音乐节。

跨城观演成为消费趋势。“一些知名歌手

在北京等地举办的演唱会中，观众跨城观演

比例较高，凸显该类演出对文旅消费的拉动

作用。”潘燕说。

新业态、新空间演出
日渐火热，演出聚合效应
日益凸显

以多艺术品类、多表现形式为特点的演

艺新业态，成为演出市场的活跃要素，既丰

富了演出产品供给，又拉动了综合消费。今

年以来，小剧场、新空间演出场次和票房收

入同比大幅增加，表现格外活跃，吸引众多

观众。

演艺集聚区成为消费热点场所，演艺集

聚效应明显，在拉动节假日经济等方面表现

尤为突出。剧场内外消费空间持续拓展，使

得演艺新空间观剧不仅仅局限于观剧本身，

消费体验更加丰富和多元。

今 年 以 来 ，天 津 和 平 区 积 极 培 育 民 园

广场、先农大院、民园西里等“酒吧+演艺”

集 聚 区 。 上 海 举 办 大 世 界 演 艺 消 费 节 ，联

合 入 驻 商 家 、驻 场 剧 目 等 推 出 了 系 列 优 惠

活 动 。 上 海 黄 浦 文 旅 发 布“ 演 艺 产 业 领 军

计 划 ”，演 艺 大 世 界 区 域 内 数 十 个 小 剧 场 、

新空间为丰富的音乐、戏剧、舞蹈等提供新

型演出场所。

“演出聚合效应日益凸显，直接带动区

域客流增长。依托演艺消费，融合新场景，

成都、济南、武汉等地也都出现能让消费者

一边就餐、逛文化集市，一边观赏沉浸式戏

剧演出的活动，深受年轻人喜爱。”潘

燕说。

旅游演艺屡屡
“出圈”，不断扩大
消费基础

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文旅消

费新风尚。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一批全国旅

游 演 艺 精 品 名 录 ，据 数 据 监 测 分 析 ，《长 恨

歌》《文成公主》《又见平遥》《宋城千古情》

《知音号》等入选项目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

市场成绩亮眼，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次占比分

别达到假期旅游演艺市场总量的 20.64%和

26.59%。

潘燕介绍，“自今年春节起，旅游演艺热

度依托旺盛的出行需求一路升高。”今年以

来，全国旅游演艺项目基本全部恢复营业，一

些热门地区的热门项目多次加场且场场爆

满。为应对大量客流，大型历史实景舞剧《长

恨歌》在节假日将演出场次增加至每天 4 场；

情景体验剧《又见敦煌》假期场次增加至每天

6 到 8 场，门票几乎场场售罄。而除了“老牌”

旅游演艺项目外，各地主题乐园也纷纷在假

期增加演出内容。

旅游演艺体现出的强效文旅融合，使得

更 多 地 方 特 色 文 化 纷 纷 围 绕 演 出 进 行“ 打

包”和整合。

河南隋唐洛阳城推出一系列国风沉浸

式体验活动，国风达人“西湖卖货郎”“神都

卖货郎夫妇”“长歌”等齐聚景区；山东临沂

推 出 省 内 首 个 大 型 古 风 沉 浸 剧 场《琅 琊 风

云》，潍 坊 十 笏 园 文 化 街 区 推 出 非 遗 DIY、

文艺巡演、古玩大集等；宁夏贺兰小镇以演

艺 体 验 为 核 心 ，汇 集 沉 浸 式 演 艺 、西 北 美

食 、非 遗 街 区 、艺 术 小 店 、特 色 民 宿 等 多 种

内 容 ；新 疆 乌 鲁 木 齐 大 巴 扎 步 行 街 集 合 民

族 音 乐 、舞 蹈 、杂 技 等 ，让 游 客 近 距 离 感 受

丝路文化。

“涵盖剧场、新空间、大型场馆和各类景

区、园区、街区的演出活动，在推动文化消费、

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今

年的整体情况看，这一作用也得到越来越

多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推动，演出

机构也在积极丰富演出产品品类、

增加内容供给。”潘燕指出，不

断 扩 大 消 费 基 础 ，吸 引 多

层面消费需求，演出市

场大有可为。

今年前三季度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票房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票房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演出市场演出市场 供需两旺供需两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海鸥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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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蔡华伟

■大数据观察R

乡村行 看振兴

■追梦路上R

初冬午后，阳光铺满了湖北省

丹江口市杏花村的山野，山间一家

民宿酒店的白色屋顶像镀上了一

层银，酒店里里外外被打扫得一尘

不染。“我们不仅要让客人来了愿

意住，更要让他们今后想来住。”这

家民宿酒店名叫“早春三花”，经理

麻海余介绍，“虽然现在是淡季，我

们现有的 38间房已经全部被预订

出去了，不少是北京、武汉等城市

来的‘回头客’。”

“这里最大的卖点是独特的

山水资源。”杏花村党支部副书记

张星星说，“我们这里有 4000 多

亩杏树，还有一个总库容 276.7 万

立方米的水库，风景美得很。”

早些年间，张星星口中独特

的山水资源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多

少实惠。上世纪 80 年代，杏花村

还叫崔家坪村，老支书朱辉定从

山西引进了第一批杏树，村民跟

着老支书，逐渐在荒山上种满了

杏树。2002 年，崔家坪与小柏营

两 村 合 并 ，2006 年 改 名 为 杏 花

村。“杏子价格低，并且受市场影

响 较 大 ，光 靠 卖 果 挣 不 了 几 个

钱。”张星星回忆。

杏树渐渐成长，每逢春天，杏花开遍山野，灿若云霞，吸

引了不少城里人慕名前来。聪明的杏花村人开始尝试第二

次“靠山吃山”，做起了“花经济”。

自 2017 年起，每逢春暖花开，丹江口市便依托桃花、杏

花和油菜花资源，在杏花村举办“三花节”。借着赏花潮，一

些瞅准商机的村民回乡办起了农家乐。“活动期间，每天有两

万多游客，有的农家乐能挣上万块钱。”张星星说，“三花节”

办了好几年，村里的农家乐也开了 10余家，不少村民富了。

2021 年，杏花村再次迎来发展机遇。当年，丹江口市成

立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两山”实践中心，对全市山水林

田湖草、农村宅基地、集体经营性用地等闲置资源进行统一

收储、管理、开发、运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我们把 1125 平方米的闲置老村部和一片 50 多亩的集

体土地，经第三方机构评估，作价 166 万元存入‘两山’实践

中心，将闲置资源变成资产，‘两山’实践中心每年向村集体

发放存储收益 4.57 万元。”张星星介绍，丹江口市“两山”实

践中心随后融资 2640 万元，杏花村又以这 166 万元的资产

入股，共同建设“早春三花”民宿酒店。

今年 2 月，“早春三花”民宿酒店建成并对外营业，现在

营业额超 250 万元，带动了村里 30 多人就业。按照股权收

益，杏花村集体每年可从民宿酒店分红 11.38 万元。

截至目前，丹江口市“两山”实践中心整合资源，累计争

取银行融资 17.8 亿元用于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

境保护等项目，成功转化实施了 6 个村集体项目，村集体平

均增收 11 万元，613 户直接获益的农户人均增收 1000 元

以上。

2021 年底，杏花村成立杏旺绿色农业有限公司，村委会

占股 100%，带动村民发展旅游和各类农产品加工销售。杏

花村村集体也富了，去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36 万元，村里不

仅修了一条长 5 公里、宽 7 米的柏油路，还建了 3 口压水式

小水井，办起了杏福食堂、爱心课堂。

“村里 65 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到食堂免费吃饭，并且

每月有一次集体生日会。”张星星说，现在村里有不少年轻

人回来创业，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推介村里的文旅资源，

去年全村增收约 850 万元，人均增收 3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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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市鱼峰区，占地两万亩

的三伯岭林场，树木郁郁葱葱。每年

秋 冬 都 是 林 场 巡 护 防 火 最 关 键 的 时

期，黄大安心里的那根弦绷得更紧了。

“我们老黄家，两代四口人都是林

场 职 工 。”黄 大 安 生 在 山 里 ，长 在 山

里 ，不 仅 熟 悉 地 形 ，更 与 这 片 山 林 结

下 了 深 厚 的 感 情 ，“ 这 片 地 最 早 是 荒

地，你看到的这些树大多是我们父辈

种下的。”

1958 年，黄大安的父亲黄昌盛就

开始进山造林。彼时，山里没有道路，

更没有得力的机械。不论晴天雨天，

黄 昌 盛 和 同 事 们 每 天 早 晨 天 亮 就 进

山，披荆斩棘开道。脚踩杂草，种树、

开道、建望火楼都是人工上阵，常常一

出 去 就 是 一 天 。 中 午 来 不 及 回 去 吃

饭，就喝口自带的水，啃几口干粮。“那

时候真是苦，地方偏，见不到人，吃住

条件也差。”黄大安说。

为了方便工作，黄昌盛和同事们

都住在林场里，这一干就是 33 年。从

“光杆司令”到“三代同堂”，这个远离

喧嚣和繁华的林场，诞生了许多像黄

大安这样的“林二代”，种树护林的队

伍逐渐壮大。

“我们全家都帮忙干林场的活，兄

弟姊妹长大够力气了就去扛油茶籽，

最重的一担 150 斤。”初中毕业那年，和

哥哥姐姐一样，黄大安也毫不犹豫地

成为林场职工，在生产股负责种树养

树。子女的选择让父亲很高兴。

回想当年，黄大安说：“就没有考

虑过其他工作。”最难最累的时候，他

也几次想过放弃，骨子里的坚强让他

最终坚持了下来。

两代人的坚守，见证了时代的变

迁 。 如 今 ，随 着 技 术 进 步 和 队 伍 壮

大，林场工作条件也逐渐改善。“现在

测量都不用绕着走一圈拉线涂漆，用

GPS 工 具 就 可 以 完 成 了 。”黄 大 安 笑

着说。

2019 年，三伯岭林场划归鱼峰区

管 辖 ，林 场 员 工 食 宿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

区政府还积极谋划种植更多景观树和

竹子，利用林场的森林和人文历史资

源打造文旅项目，促进经济发展。

如今，许多“林二代”也已退休，年

纪 较 轻 的 黄 大 安 仍 活 跃 在 一 线 。 去

年，他的小儿子考上了西南科技大学

机 械 专 业 。“ 假 如 他 愿 意 回 来 林 场 工

作，我也挺高兴的。”黄大安说。

广西三伯岭林场护林员黄大安—

守好父辈种下的山林
本报记者 祝佳祺

本版责编

纪雅林 张伟昊 邓剑洋

11 月 18 日，11 只因暴雪掉队、受困

吉林长春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

鹳，在天津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被成

功放归自然。当天，天津市规划资源局、

吉林省林草局在七里海湿地联合举行候

鸟放归活动，掉队的东方白鹳与迁徙至

此栖息的 2000 余只东方白鹳会合，继续

南迁。

据天津市宁河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七里海湿地是全球八大候鸟迁

徙通道之一的东亚至澳大利亚候鸟迁徙

路线上的重要枢纽，每年有超过百万只

候鸟迁徙过境。

今年以来，天津依法严厉打击危害

候鸟违法犯罪活动，全力守护候鸟迁徙

之路。秋冬候鸟迁徙季以来，天津公安

部门共侦破危害候鸟刑事案件 17 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19 名。

据天津市规划资源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天津充分发挥三级林长和护林员作

用，实行网格化管理，对候鸟集中的湿地、

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加强巡查巡护，严厉打

击非法猎捕、非法交易、非法食用候鸟等

违法犯罪活动，积极开展“野生动物宣传

月”等活动，提升公众爱鸟护鸟意识。

天津市公安局充分采用无人机等科

技手段与传统侦查手段相结合的方式，

严厉打击非法猎捕行为。京津冀公安机

关联合行动，保护秋冬季候鸟迁徙。截

至目前，累计开展联合执法 20 余次，检

查重点场所、区域 100 余处，发现非法狩

猎场地 20 余处。

据了解，在今年秋冬季候鸟迁徙中，

东方白鹳较往年同期“先头部队”早来了

半 个 月 ，目 前 日 观 测 量 最 高 峰 达 3000
余只。

天津—

多方合力 守护候鸟迁徙
本报记者 武少民

黄大安（右）在给树木除草。 包华武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