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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马舞剧《千古马颂》近日在呼和
浩特开演。 （连振 摄 新华社发）

“演艺+旅游”丰富消费新业态专
题

文博看展、文化演
艺、国风国潮热成为旅
游新风尚，“旅行+演
艺”“旅行+看展”“旅
行+刷博物馆”受到消
费者青睐，国风汉服、
围炉煮茶、音乐雅集等
活动人气兴旺……最近
一段时间，观察强劲复
苏的消费市场，文化和
旅游呈现加速融合的特
征。“诗”和“远方”
更好联结，不仅给游客
带来新体验，也带动形
成 文 旅 市 场 新 的 增 长
点，为恢复和扩大文旅
消费注入新的动力。

文旅深度融合的背
后，是不断升级的消费
需求。随着旅游市场的
发展，旅游需求更加多
样化、个性化。人们对
旅 游 的 认 识 不 再 只 是

“看山看水看风景”，而
是日益向“观文品史、
体 验 生 活 ” 的 模 式 转
变。深度参与并充分感
受目的地文化内涵的旅
游方式，正成为越来越
多游客的选择。从近年
来对节假日旅游市场的
监测结果来看，90%以
上的游客会参与各类文
化活动，40%的游客会
进入文博场所。加强融
合创新，才能更好满足
消费升级带来的新需
求。

今年以来，在文化
和旅游消费恢复回暖过
程中，“文化+旅游”产
品越来越丰富，成为新
亮点。今年“五一”假
期，不少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站） 免费开
放，积极探索打造新型
文化空间，开展沉浸式
体验等形式多样的文化
活动；全国共举办营业
性演出3.11万场次，票
房收入 15.19 亿元，观演人数约 865.49 万
人次；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文化地标热度不
减。但也应看到，尽管市场气氛火热，但
文旅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打着文化旗号却
难副其实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不仅影响消
费者体验，也不利于行业长远发展。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提
出：“加强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
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促进优势互
补、形成发展合力。”如何实现融合创新
发展，成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一道必
答题。要进一步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培
育更多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业态。要以
文塑旅，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将文化
内容、文化符号、文化故事融入景区景
点，把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旅游的线路设
计、展陈展示、讲解体验。与此同时，还
要推动旅游演艺、文化遗产旅游、文化主
题酒店、特色节庆展会等提质升级，形
成更多服务品质和文化体验并重的文旅
产品。多措并举、加强创新，才能赋能
文旅融合，更好满足不断增长的多元消
费需求。

文化和旅游既是拉动内需、繁荣市
场、扩大就业的重要内容，也在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显著
作用。当前，文旅市场加速回暖势头良
好。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关键在于加大
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力度。用好文旅融合这
个重要抓手，下大气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更
广范围、更高水平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人
们喜闻乐见的新产品，就能给文旅市场带
来新气象，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王珂，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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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演唱会、音乐节带动文旅
产业发展的杠杆效应日益凸显。”飞猪相
关人员表示，从数据来看，演唱会的举办
对旅游行业有极大促进作用，比如“五
一”假期演唱会、音乐节所在地周边的酒
店预订量同比暴增超20倍，部分热门酒
店甚至“一房难求”。

作为五月天的“铁粉”，家住重庆龙
湖西苑的刘小姐早早预订了酒店，5月26
日上午便请假一天飞北京。小刘告诉记
者，预订时房价为750元/天，现在的挂
牌价为1580元。

“有几年没去北京了，这次正好趁观
演机会顺带旅游，飞机、酒店加上门票，
基本上花掉了去年的年终奖。”她笑着对
记者说。

据了解，像刘小姐这样为偶像奔赴的
粉丝并不在少数，大型音乐节和演唱会的
举办亦带动交通出行以及场馆周边食宿、
商超等文旅消费业态的收入上行。

演唱会的举办，通常会吸引许多周边
商家前来设立临时摊位，如饮品、小吃、
纪念品、演唱会周边产品等等，进一步促
进商业发展，拉动城市消费。

近年来，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将演唱
会作为重要的文旅产业来发展，取得了
不少的成果。比如演唱会经济也能够带
动相关配套行业的发展，音响、灯光、

激光等演艺设备需求在演唱会高峰期大
幅增加，相应的音响、灯光、激光设备
生产厂家也将得到较大的发展。这不仅
能够促进当地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同
时也能够带动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和
技术进步。

记者了解到，受益于演出市场景气度
回升，舞台灯光设备头部企业浩洋股份业
绩延续去年增势，一季度实现营收和净利
润分别为3.30亿元、9965.54万元，同比
增42.47%、62.65%。

前不久在广州举行的 GETshow 展
上，一家娱乐灯光设备厂商向媒体透露，
售卖给音乐演出承办方的设备较去年同期
增长了10%至20%；有激光厂商在“五
一”期间为大型音乐节提供了舞台激光灯
服务，而此前少有类似订单。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截至开票
日，五月天演唱会期间，北京全城的住宿
预订量较 2019年同期增长约300%，其
中“鸟巢”周边5公里的住宿预订量更是
上涨2400%。

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杨劲
松认为，演出市场的繁荣不仅能为举办城
市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提升城市知
名度、展现城市良好的营商环境等，为后
续吸引更多游客旅游，甚至为招揽投资打
下基础。

杠杆效应日益凸显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
来，周杰伦、林俊杰、五月
天、李荣浩、张韶涵、张
杰、许巍、刘若英、任贤
齐、汪峰等知名歌手相继官
宣举办（巡回）演唱会，叠
加迷笛、草莓、咪豆等户外
音乐节扎堆上线，线下音乐
演出频掀“热浪”，相关演出
项目覆盖全国超40座城市。

受疫情影响，演唱会等
大型公共文化活动一度被限
制，但今年以来演唱会强势
复苏，有消息称：“很多演唱
会重点城市的剧场档期今年
已经排满，有些甚至排到了
2025年。”

秒售罄、高票价、扎堆
新一线，线下大型演出市场

重启后，周杰伦等人气明星迅速带火了
演唱会经济。以周杰伦2023嘉年华世界
巡回演唱会为例，三城12场门票一开售
就“秒光”，最热门场次有约300万人参
与抢票。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共有5万张
门票，平均票价为1280元。仅一城门票
收入就是6400万元。再加上赞助和周边
的收入，总收入近亿元。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票务信息
采集平台数据监测，今年一季度，全国
营业性演出场次6.89万场，较去年同比
增长 95.42%；演出票房收入 49.80 亿
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10.99%。天眼查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演出经济相关企
业近53.7万余家，其中2022年新增注册
企业7.3万余家，增速达16.5%。

中演协调研数据显示，“五一”期间
大型演出项目的跨城购票观演人数占比
超过总人次的50%，按照综合带动指数
初步测算，五天假期内，仅音乐节和演
唱会项目带动演出票房之外的交通、食
宿等综合消费规模超过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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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演唱会
密集“开唱”

扫一扫，看央视新闻客户端视频

贵州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成功演出5000场。（杨文斌摄 新华社发）

演唱会是一项集文
化、娱乐、经济于一体的
综合性活动，不仅能够带
给人们愉悦的体验，还能
够在经济上产生巨大影响
和利益。

“从目前来看，演唱会
热度没有不能持续的理
由。”艾媒咨询分析师张毅
说，消费者对于演唱会的
需求已经和之前不一样
了，很多年轻人已经将一
起看演唱会当作一众社交
手段。再就是对现场音效
品质的要求，能够得到比
线上更高质量的音乐体验。

重庆工商大学莫远明
教授建议，各地政府和企
业在合理规划下，鼓励并吸
引更多的明星前来开展演唱
会活动，并加以有效的管理

和跟进。尤其在当前，明星扎堆演唱，
官方渠道“一票难求”成常态。不过与
此同时，各社交平台上却出现了铺天盖
地的“二手票”和“加价票”，亟须对

“黄牛乱象”果断出手，这样既能丰富
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又能够推动当地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

重庆市文化旅游委艺术处副处长
汤涛表示，面对观众蓬勃的观演需
求，演艺市场的供给侧潜力尚需挖掘。
首先，要提升本土创作生产水平，不断
提高本土演出质量，为演艺市场不断

“造血”；其次，要积极培养观众看演出
的习惯，推动演出市场发展；最后还要
推进业态模式创新，鼓励发展中小型、
主题性、特色类的演艺新空间，进而形
成特色鲜明的都市演艺聚集区，促进文
旅消费和高质量发展。

“应进一步深挖演艺市场潜力，
除了要继续加大力度引进优秀文艺产
品以外，还要做好各项配套服务，做
大、做强产业链，将演艺活动带来的
巨大人流延伸到旅游景点、酒店、餐
饮、购物等整条文化旅游消费链，充
分释放演艺经济的溢出效应。”莫远
明说。 （李国，载《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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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一票难求、酒店人满为患、设备商订单大增

演唱会经济
缘何呈现爆发式增长

前不久，“五月天北京鸟

巢演唱会”门票开售，短短几

秒的时间，6场演唱会总计近

30万张门票就被抢购一空。网

络上，没有抢到票的“粉丝”

们纷纷喟叹：“十万人的鸟巢

容不下一个我！”

据统计，今年全国已经举

办了400多场演唱会，其中四

五月份进入旺季，每个月有近

150场，已经超过了2019年同

期水平。业内人士预估，今年

大型演唱会数量将突破 1000

场，带动观演人次 600 万到

800万人。

原创文物活化舞台剧《盛世欢歌》在北京国博上演。（金良快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