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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游重启，宁波文旅回暖记②

象山影视城象山影视城：：

““舍得舍得””方能赢取未来方能赢取未来
记者 张正伟 通讯员 吴宙洋

《狼噬》 拍摄第 50 天、《花间新娘》 拍摄第 29
天、《巨翅鲨》 拍摄第 16 天、《啊呀，好身材》 拍
摄第 1 天⋯⋯

这两天，和室外的温度一样高的，还有象山影
视城的拍摄现场。上周五，19 个剧组争先恐后进
场，创下了影视城单日拍摄剧组数量新高。

“目前进驻拍摄的影视剧，单项投资超过 1 亿
元的就有 8 个，复工复产以来已经累计接待 180 个
剧组。”象山影视城宣传推广负责人洪佩平说。

受影视拍摄的带动，象山影视城旅游也水涨船
高。目前，景区平常日均游客接待量在 3000 人左
右，节假日达到 8000 人，行情恢复至疫情前 50%
的水平。

据统计，1 月至 6 月，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区实
现营业收入逾 14 亿元，同比增长 12%；实现税收
9200 万余元，同比增长 32%。

作为同样深受疫情影响的行业，象山影视城逆
境突围，站稳“头部”影视基地的秘诀何在？

“疫情防控期间在象山暂停拍
摄的剧组，减半收取住宿费用，
免 除 摄 影 棚 与 影 视 基 地 场 影 费
用。”“从复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象山影视城拍摄场景免费，
摄影棚、酒店等费用降低 30%至
50%；灯光、器材、道具等租赁
费用或零售价降低 10%至 20%。”

“加快设立影视产业扶持基金，为
落户企业及在象山拍摄的剧组提
供金融支持。”

2 月 10 日，疫情防控趋于稳
定，我市即将启动复工复产的前
半个月，一条专门帮助影视企业
共渡难关的“象山影视城八项措
施”新闻通过央视等媒体传遍大
江南北。不少受疫情影响已经萌
生退意的剧组立马看到了希望。
一个月不到，包括吴亦凡、杨紫

主演的 《青簪行》 在内的五六个
剧组纷纷复工。

“当时，整个影视行业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都明哲保
身，就很难走出困境，复工复产就
是空话。”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区管
委会主任陈建瑜说，他和团队人员

“一对一”做企业和居民的工作，让
大家认清“危难之时，只有同舟共
济才能‘活’下来”的道理。

针对剧组复工复产的实际需
求，影视城在自身捉襟见肘的情况
下，加大投入力度，上马“云上勘
景”系统，帮助被疫情“禁足”的导
演、美术、效果等工作人员异地“开
工”。该项举措推出后，立刻就吸引
了 38 个剧组在线上选景，为后期
实地拍摄节省了时间。

此外，管委会还联合多个部

门帮助企业“云注册”。建立招商
服务攻坚队，采取“网络推介+云
端签约”形式，搭建宁波影视文
化产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实行企
业注册、影视资源配置、代办服
务等环节“云服务”。年初以来，
影 视 城 共 引 进 落 户 企 业 530 家 ，
同比增长 15%。

“与出台支持影视企业八项措
施同步，我们还第一时间出台了
支持旅行社应对疫情、共渡难关
八项措施，引起了非常好的市场
反响。”陈建瑜说，在日前举办的

“庆丰收、迎开渔”上海市场推介
会上，春秋集团、分众传媒、华
侨城欢乐谷等一批重量级文旅企
业与象山影视城达成合作意向，
内容涉及游客互送、人才培养、
市场拓展等方面。

危难时“舍得”，与行业共赢未来
换上古装，佩戴刀剑，过一

把“江湖瘾”，近年来，象山影视
城利用场地资源和人才优势，打
造沉浸式体验游项目，受到国内
外游客的追捧。今年，象山影视
城发展这一新兴旅游业态的力度
不减，《上海滩》《江湖斗》《庆余
年传》 等项目正在热火朝天地建
设中。其中 《庆余年传》 将为游
客 提 供 “ 戏 里 戏 外 ” 全 方 位 体
验，预计 10 月正式上线。

从以往让游客到影视城“看
戏”，到现在亲自参与“演戏”，
正 成 为 象 山 影 视 城 吸 引 游 客 的

“杀手锏”。据介绍，今年影视城
虽然受疫情影响较大，但在沉浸
式项目建设上已经投入了逾百万
元。

危与机共生。陈建瑜说，疫
情 之 下 ， 虽 然 整 个 影 视 行 业 停
摆，但换个角度看，却是沉淀、
打磨、转型，创造精品的好时机。

近年来，象山影视城创新投
资开发模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影视场景建设，先后建成 《长安
十二时辰》 唐城场景、《鹤唳华
亭》 剧组御花园、《青簪行》 剧组
王府和府院等场景。发挥品牌效
应 ， 加 快 推 进 影 视 合 作 联 盟 建
设 ： 引 进 北 京 海 天 蛟 龙 影 视 传
媒 合 作 建 设 军 事 题 材 拍 摄 基 地
和 沉 浸 式 军 事 主 题 乐 园 ； 成 功
对 接 公 安 部 和 金 盾 影 视 文 化 中
心 ， 合 作 开 发 贵 州 省 黔 西 南 州
法 制 影 视 拍 摄 基 地 ； 签 署 吉 林
延 边 老 白 山 影 视 基 地 深 度 帮 扶
合作框架协议⋯⋯

影视工业化体系建设是大势
所趋。在此基础上，象山影视城
正在开展摄影棚改造升级工作，
筹划引进一套在好莱坞新鲜“上
市”的数字虚拟拍摄“黑科技”；
打造上盘编剧村、灵岙演员村、
高塘道具村等产业特色村，加强
影视产业要素集聚和管理；探索

“景点+游乐+演艺+互动”沉浸式
实景体验娱乐模式⋯⋯

上个月，在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公布的首批 10 家未来景区改
革试点名单上，象山影视城成为
宁波唯一入选景区。按照试点计
划，象山影视城将在未来 3 年至
5 年 内 ， 在 业 态 培 育 、 文 旅 融
合 、 智 慧 旅 游 和 体 制 改 革 等 方
面 先 行 先 试 ， 打 造 和 延 伸 场 景
制 作 、 服 装 道 具 加 工 、 购 物 消
费 等 影 视 旅 游 产 业 链 ， 向 大 格
局 、 大 基 地 、 大 平 台 、 大 产 业
前 进 ， 带 动 宁 波 东 部 新 城 、 老
外 滩 、 北 仑 港 等 周 边 区 域 发 展
影 视 配 套 产 业 ， 推 动 打 造 宁 波

“影视新城”。
象山县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 示 ， 将 按 照 全 域 旅 游 发 展 格
局，进一步做大做强象山影视文
化 产 业 ， 让 影 视 城 “ 处 处 皆 风
景、时时能旅游、行行加旅游、
人人享旅游”。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 新 局 ， 象 山 影 视 城 正 瞄 准 未
来，朝着“东方好莱坞”的目标
阔步前行。

提升上“舍得”，投资未来谋发展

影视拍摄回暖，前来象山影视城旅游的人日益增多。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江北区
委报道组张落雁） 前晚，“慈城之
夜”宁波消夏音乐会在江北区慈城
古县城张尚书房大草坪上演，吸引
了近 2000 名观众观看。

消夏音乐会是在自然环境中举
办的开放式音乐会，对场地要求
很 高 ， 对 演 奏 员 也 是 一 种 挑 战 ，
尤其对观众素质要求很高。“古典
音乐并非高不可攀，宁波作为音
乐之城，举办消夏音乐会，能拉
近观众与古典音乐的距离。”指挥
俞峰说。

当晚慈城古镇华灯璀璨、活力
四射，全市各地的观众赶来欣赏这
场特别的音乐会。绚丽的舞台被白
墙黛瓦、飞檐翘角的古建筑包围。
观众们穿着便装，在暮色掩映中三
五成群前来。交响乐团的演奏员们
身着正装，严阵以待。“虽说是一
场消夏音乐会，但对我们来说就是
一场正式演出，我们要把最好的音
乐 奉 献 给 观 众 。” 小 提 琴 手 封 霄
说。微风吹拂中，一曲 《梁祝·化
蝶》，绵长悠扬，响彻夜空。为宁
波量身定制的交响音乐作品 《宁波

序曲》，气势恢宏，高亢激昂，催
人奋进。女高音歌唱家、中央音乐
学院声歌系教授宋元明身着一袭绿
色长裙款款上台，她一开口，天籁
之音震惊全场。山西大学副教授郑
斌演唱的歌剧 《军中女郎》 选段是
当年帕瓦罗蒂的成名曲，收放自如
的演唱征服了观众。宁波大学音乐
学院副教授、国家一级演员、高男
高音歌唱家肖玛演唱的是歌剧 《卡
门》 选段，富有特色的声音赢得阵
阵热烈掌声。音乐会随着中央音乐
学院声歌系教授王传越演唱的歌剧

《图兰朵》 选段“今夜无人入眠”
渐入尾声。身着燕尾服的俞峰在舞
台上挥舞指挥棒近两个小时，除了
指挥，他还要客串主持人、音乐讲
解人，汗水湿透了衣服，但他始终
保持着昂扬的激情，带领宁波交响
乐团奉献了一场完美而又精彩的演
出。

俞峰教授表示，这次消夏音
乐会只是一个起点，希望以后每
年都能坚持举办下去，让欣赏消
夏音乐会成为宁波市民的一种生
活方式。

“慈城之夜”
宁波消夏音乐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周
银龙）“名家荟萃 醉美奉化”越
剧晚会昨晚在奉化剧院举行，吴凤
花、董柯娣、谢进联等越剧名家和
众多民间团队的名角云集奉化，为
戏迷呈上文化大餐。

当 晚 ，《劈 山 救 母 · 对 月 思
家》《梁祝·十八相送》《五女拜
寿·哭别》 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
一一上演，剧场内掌声不断。剡源
越剧艺术研究与交流中心是本次晚
会的主办方之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中心致力于培养社区文化自
信，实现对越剧艺术的创新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这位负责人表
示：“邀请名家来奉化演出，为繁
荣越剧事业，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注
入了精神动力，也积极助力家庭、
社区、社会的和谐稳定。”

奉化是越剧之乡嵊州的近邻，
灵山秀水和乐观向上、开放包容的
乡土文化，为越剧人才培养、越剧
团队培育营造了和谐生态，使越剧
艺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目前在
上海、杭州、绍兴等地的艺术院团
中有不少奉化籍的越剧新秀，仅上

海越剧院就有奉化籍的青年演员 5
人，盛舒扬、竺欢欢、毛春梅、樊
莹等在中国戏曲演唱大赛、“越女
争锋”越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等
全国比赛中获过大奖。此外，奉化
还涌现了不少草根名角，李洁参加

“顾锡东戏剧艺术”第七届长三角
越剧票友大赛荣获“十大名票提名
奖”；陈静萍、竺萍、魏静等在宁
波市戏剧家协会主办的越剧大奖赛
中获佳绩；徐萌、徐春燕参加宁波

“梨园杯”折子戏获得银奖，还被
评为优秀文化使者。

目前，奉化区有注册的民营越
剧艺术团队 16 个，业余从业人员
500 余人，他们活跃在奉化的草根
舞台，演绎着“崇尚正文、扬善惩
恶”的越剧之魂。尤其是近几年
来，随着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戏曲进
校园活动的开展，百年越剧青春焕
发，奉化区老年大学和社区学院及
各街镇成校开办了 21 个越剧培训
班，编写了 12 本越剧培训教材，
成立了 14 个越剧社团，每年培育
1600 名新越剧学员，近万名越剧
爱好者参与相关活动。

奉化呈上越剧文化大餐

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苗
嘉明） 近日，前湾新区来了一支上
海考察团。考察团由上海市宁波商
会会长、杉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郑永刚领衔，成员是 30 多位在
沪宁波企业家，其中多位是上海市
宁波商会的副会长、理事。

考察团走访了吉利研究院等
地，座谈交流合作意向，对前湾新
区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赏，对
这座“未来之城”的前景十分看
好，并表达了投资意愿。

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创业环
境⋯⋯前湾新区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在座谈会上向企业家们推介前湾新
区。作为浙江省重点打造的新区之
一，前湾新区在“一带一路”倡
议、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三大国家重大战略的交汇点
上应势而生，也是浙江新一轮战略
布局中的点睛之笔。

考察团的不少企业家表示，他
们对前湾新区并不陌生。去年 5 月
17 日，在沪浙商座谈会上，杉杉控
股有限公司与前湾新区签订了建设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据不
完全统计，上海市宁波商会企业已
在前湾新区投资了 7 个项目。

在郑永刚看来，前湾新区具有
广阔的前景，是以产业为基础的现
代新城，是宁波未来发展的新发动
机，他说：“上海市宁波商会将继
续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沪
甬两地产业对接，助力家乡高质量
发展。”

在沪甬商走进
前湾新区觅商机

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区委
报道组杨磊） 昨晚，在鄞州区文化
艺术中心大剧院，中央音乐学院院
长、鄞州乡贤俞峰教授携宁波交响
乐团以新时代宣讲师的身份，为家
乡人民带来了一堂新时代文明实践

“音乐党课”。至此，鄞州区打造
“鄞铃”文艺微党课品牌，着力构
建三大课程体系，在全区范围内全
面推开。

微型党课 1998 年诞生于鄞州
区白鹤街道，经过 20 多年的探索
发展，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
力的一张党员教育金名片。去年，
中央音乐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音乐
中心在鄞州落成，鄞州区开始借助
中央、省、市以及本土艺术名家的

力量，以文艺的形式传播传统微型
党课。

“我们充分发挥微型党课发源
地和公共文化服务全省第一的先天
优 势 ， 通 过 调 动 乡 贤 名 家 资 源 、
整合全区艺术资源及凝聚基层文
艺力量等方式，推动基层理论宣
讲 工 作 向 立 体 化 、 品 牌 化 发 展 。
目前，全区已举办‘鄞铃’文艺
微党课 50 余场，线上线下听众数
十万人次。”鄞州区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说，除了邀请俞峰、小提
琴演奏家俞丽拿等艺术大师，还
组织区内外专业文艺工作者围绕
重大主题和中心工作开展专题创
作，将一大批优秀的原创文艺节
目改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微

党课。
今年 6 月，“鄞铃”文艺微党

课启动，首批 20 余节区级精品课
在 各 村 社 、 学 校 、 企 业 火 热 开
讲，受到党员及群众的欢迎。中
国曲协会员、全国曲艺表演高级
教师张红坤最先试水，先后创作
了 快 板 作 品 《习 总 书 记 到 宁 波》

《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将主题党
课宣讲演绎得活色生香。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
理事、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沈浩杰准备了 5 堂不同内容的文
艺精品党课，将理论宣讲与经典
音乐赏析结合，使党课充满了艺术
与情感的张力。

未来，鄞州区将进一步丰富

“鄞铃”文艺微党课的表现形式。
以音乐、舞蹈、朗诵等各种文艺形
式讲述主题内容，通过“可长可
短、可组合可分解”的灵活方式，
把大主题切换成小场景、把大道理
转化成小节目，让群众在艺术氛围
中学习党课。同时，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进礼堂、进社区、进企业、
进学校、进一线单位”等文艺微党
课“五进”活动，在宣讲一线锻炼
队伍、选拔人才，培育 10 支扎根
基层、热爱宣讲、专兼结合的文艺
宣讲队伍，选树 20 名德才兼备、
综合能力较强的草根宣讲名师，打
造一批可学、可看、可推广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和理论宣讲的优秀阵
地。

50余场文艺微党课吸引数十万人
“鄞铃”成为鄞州微型党课新品牌

前日早晨，慈溪市新浦镇的海涂上迎来了大批挖寻氏肌蛤的赶海
人。寻氏肌蛤亦称海瓜子或薄壳，杭州湾畔的海涂特别适合寻氏肌蛤的
生长，眼下是采挖旺季，不少赶海人一大早就来采挖。

（张辉 摄）

海瓜子迎来采挖旺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