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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
中实现文化先行。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
要加快“港产城文”融合发展，打造东方滨海时尚
之都，“聚力文化发展大繁荣，彰显港城文化新气
象”。

需要注意的是，精神共富不是“精神暴富”，
在文艺内容上应注重普及性和体验性。去年，宁
波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49.1亿元，人均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 4.94 万元，在全国消费 30
强城市中位居18位、全省第二。其中，宁波演出
市场恢复良好，从《只此青绿》门票被 3 分钟抢
完、老外滩因沉浸式演出成为“网红地”等可以看
出，群众在精神领域的消费意愿和支付力度逐渐
加大，也更加注重文艺作品的质量、文旅景区品
质。高雅文艺活动不在于“烧钱”或者过度包装，
宁波宜充分结合自然和人文资源，既要引进精品
接地气，也要创作佳品聚人气，让本地群众有充
分的参与感，自发对精神共富产生认同感。

精神共富不同于“精神等富”，在满足群众需
求上应注重多维度和多层次。百花齐放，不是让
群众都看一部爽剧、拥挤一个景点，而是让不同
背景不同区域的群众，能得到满足自身精神需求
的便捷机会。例如去年“书香宁波日”，全市推出
110余场全民阅读活动，呈现规模庞大的书香盛
宴；天一和义商圈发挥文商旅融合特色，全年销
售额首次突破100亿元，客流量在华东地区位列
TOP5。这些蕴含着各消费居民社群的集体力
量，也展现出宁波致力打造“东方滨海时尚之都”
的文化魅力。从萝卜青菜农家乐，到隽永宋韵、
阳明文化或者民国风情，“总有一片精神空间适
合我”，要让来宁波发展的海内外人才都能对精
神共富有获得感。

精神共富不等于“精神炫富”，在繁荣文化建
设上应注重联动性和有效性。不能孤立看待文
化艺术发展，要积极推动宁波文创跨界，完善纵
向的文化产业链，增加文化消费品类和国际视
野。引导文化赋能，横向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提
供品牌和功能创新元素。同时可以将城镇社区
的“10分钟阅读圈”“10分钟健身圈”和“15分钟
商贸便民服务圈”有机融合起来，形成公共服务
与消费流量闭环，避免重复建设，贯通民生小事，
贯穿群众精神共富的全生命周期。全市总动员，
全民乐参与，让群众从内心深处真切感受到精神
的富足，助力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率先展现共同富
裕美好图景。

文艺繁荣助力精神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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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月 2424日午后日午后，，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官微更新了一条信息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官微更新了一条信息，《，《只此青绿只此青绿》》宁波站确定加宁波站确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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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前，虎年春晚爆火的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宁波站开票，仅 3分钟，两场
2000多个坐席全部售罄。积极的市场反馈
让剧院信心十足，剧院反复联系剧团申请加
场，才有了加演的好消息。

最近，该剧院正在开售的舞剧《昭君出
塞》，班底是业内“顶配”中国歌剧舞剧院，但
还是有很多观众进一步询问“主演是不是唐
诗逸”，似乎只有这位顶级的古典舞者才是

大家“追”的对象。
剧院工作人员表示，据当前信息，唐诗

逸4月1日、2日在闽南大戏院演出，档期有
所冲突，“我们正在争取3日的场次，一直在
跟团里沟通。”

从争取顶尖的演出，到争取“顶配”的演
员，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工作人员感叹：“宁
波观众的口味是越来越刁了，也越来越难满
足了。”

宁波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刁”

在口味“越来越刁”的同时，宁波观众的
观看习惯也越来越好。

宁波市文艺大师、著名指挥家俞峰曾在
多个场合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几年，宁波观
众的素质提升非常明显，听音乐会知道什么
时候保持安静、什么时候鼓掌，小朋友的吵
闹声和随时响起的手机铃声少了，注重音乐
会礼仪的人多了。”

宁波交响乐团负责人童铭也将这一变
化看在眼里：“很多观众会在我们演出前，有
意识地了解曲目背景，事先做功课，甚至先
把世界名团的演出视频看一遍，再来跟我们
的演出对比。”2022年，是宁波交响乐团成

立的第七个年头。作为宁波高雅艺术发展
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交响乐团这些年来
所经所历，也是宁波剧场演变史的一个缩
影。

“以前，宁波人总习惯‘要票’。这一情
况已经转变了，买票看戏的习惯已经形成，

‘蹭戏’的人相对较少。”宁波大剧院工作人
员陈烨告诉记者，剧院是城市的一个地标、
一道风景、一个文化“会客厅”，也是一方精
彩的舞台、一扇动人的窗口、一个城市文化
建设的缩影，“剧场的秩序、体现出来票房价
值和社会价值，同样体现着城市综合竞争力
中的文化软实力。”

宁波观众的习惯越来越好B

据相关剧场数据统计，在过去的2021
年，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共为大家呈现了67
个项目84场演出，宁波大剧院演出74场，宁
波逸夫剧院演出100场，天然舞台演出61
场，不包括白云剧院儿童剧场、老外滩沉浸
式剧场和新兴脱口秀剧场的线下演出。

为了对宁波观众的观演习惯做一简单
了解，近日，记者在宁波各大剧场观众群里
定向发了一份《2021宁波戏剧市场调查问
卷》，收回有效问卷125份。

从调查结果看，一年看演出10场以上
的观众人数占比40%，不乏一年看了30场
以上的“资深粉丝”。从支出看，一年购票支
出在 5000 元以上的占比 16.8%，3000 至
5000元的为16%。

从剧种类型上看，最受宁波观众喜爱的
是话剧和戏曲，其次为舞剧、音乐剧和音乐
会。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脱口秀节目的热
播，到现下看一场脱口秀表演也成为很多人
的新选择。

在过去的一年里，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
引进的音乐剧《赵氏孤儿》、话剧《深渊》《被
嫌弃的松子的一天》，在宁波逸夫剧院演出
的粤剧《白蛇传·情》是不少人的“年度最
佳”。对于2022年，《只此青绿》、陈佩斯的
《惊梦》、上海越剧院以及绍兴小百花越剧团
的戏曲，是大家最期待的舞台现场。

“《只此青绿》的导演周莉亚、韩真跟宁
波结缘很早。”宁波市委宣传部文艺和电影
处有关负责人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早在2005年，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晚会就
有她们的参与；2017年，她们又为宁波市歌
舞剧院排了舞剧《花木兰》，至今盛演不衰。”

“宁波演艺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
在推动精神共富方面，一方面固然是继续努
力引进高质量的演出，向公众普及高雅艺
术，引导市民欣赏；另一方面则需要继续擦
亮宁波本土舞台精品创作的招牌，拿出更多
精品力作吸引全国观众。”该负责人表示。

记者 顾嘉懿

“美美与共”携手精神共富C

以精神共富构筑
“东方滨海时尚之都”的内动力
宁波市滨海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朱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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