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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文艺创
作攀峰计划的提出，对整个宁波文艺
界、广大文艺工作者而言，无疑是吹
响了冲锋号、集结号，更是一次动员
令。”市政协委员，宁波市文联主席、
党组书记杨劲说，这个命题要求全市
文艺工作者要在原来的工作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我们要在高原上，不断
地攀峰、登峰。”

未来一段时间，宁波在文艺精品

创作上有哪些路径？会有哪些剧目、
演出与观众见面，又如何让其“出圈”？

杨劲表示，一个城市文艺精品的整
体水平，代表了城市文艺创作的水平。
对宁波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在文艺创作
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创作的力度和投
入；另一方面，要积极宣传，走出一条观
众喜闻乐见、都能够接受的传播路径。

“在我看来，真正能出圈的文艺
作品要兼容中国传统文化、城市地域

特色，要注重从小处着手，感知烟火
味道和城市温度。”杨劲说，除了这些
元素外，作品创作还要具备当代审美
价值，引发观众同频共振。

杨劲透露，今年宁波将着手打造
一部具有强烈宁波辨识度的舞台剧
《梁祝》，融入中国民间文学、西方交
响乐和中国传统戏曲元素，有望将

“梁祝”这个传统IP，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未来社区“软场景”

未来社区建设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向往为根本目的的民生工程，是在围绕“一
统三化九场景”的基础上，结合各个社区特
点，因地制宜打造具有归属感、舒适感和未
来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

近年来，宁波以打造精品未来社区样
板为抓手，全方位构建治理模式，但在实施
过程中，依然有不少挑战。

“许多居民的感知和认同感缺乏，运营
主体单一，‘混合型’未来社区缺乏，大家对

‘三化九场景’比较关注，对于治理、邻里、服
务三大偏‘软’的场景建设和运作方式缺乏
标准。”市政协委员、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副
主任刘慧杰说，他在调研中发现，未来社区

“软场景”需要构建一套规范性的体系。
对此，他建议强化数字赋能，以社区项

目级平台为切口，着眼“资源共享、协同服
务、便民利民”为核心理念，以管理和调度
社区各类服务资源与智能化应用系统为支
撑，打造“一站式”社区管理与服务体系；创
造邻里交往空间，培育良好邻里关系，塑造
未来社区的居民主体；构建多元化社区服
务，探索“社区服务+商业”,全面提升未来
社区服务品质和社区治理水平。

在未来社区运营服务模式上，刘慧杰
建议，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开放所
属场所、设施，利用既有建筑改造设置托育
养老等服务设施，简化审批流程，提议运营
团队前置工作模式。

记者 戎美容 见习记者 沈天舟

【关键词】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

来自基层一线的市人大代表，国网慈
溪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社区客户经理
钱海军最关心的就是民生问题。

钱海军表示，据统计，随着社会经济的持
续发展，截至2023年11月，宁波市机动车总
保有量达到379万辆。另外，在物流配送行
业发展推动下，非机动车保有量约600万辆。

“车辆增加与路网容量不匹配，交通供
给与需求矛盾、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依然存
在。”钱海军说，破解这些问题，一方面要以

“数字化”思维，积极谋划交通治理模式创
新，另一方面，要以公众服务为导向，促进
城市交通现代化治理水平有效提升，推进
全域治堵一体化发展。

钱海军建议，建设开发规划先行。对新
建学校、小区、商业建筑要将配套建设停车
场作为刚性要求，减轻后期管理难度。现有
核心地区学校应在招生政策、教育资源平衡
分配等方面着手，引导学生就近入学。

同时，要逐步完善学校周边支路网建
设、补充完善周边公共交通路线、优化校园
周边步行交通环境，错峰上下学，建立校园
内部立体接送通道等方式提升校园周边路
网通行能力。老旧小区改造中要因地制宜
地充分利用空间。 记者 苟雯

好音音声声两会

近年来，宁波本土原创文艺精品层出不穷，舞台剧、
影视剧、文学、音乐、美术、民间文艺多面开花。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2024年宁波将“实施文艺
创作攀峰计划，打造一批原创文艺精品力作”。“攀峰”如
何解读，本土文艺创作该如何“破圈”？话题引发代表委
员的热议。

市人大代表钱海军：
创新治理模式
破解交通堵点

市政协委员刘慧杰：
做好未来社区
“软场景”建设

除了舞台艺术，文艺作品所含门
类还有很多。

市人大代表、浙江省工艺美术大
师施珍是“非遗”越窑青瓷烧制技艺
的传承人。她认为，宁波的文艺工作
者、民间艺术人才要有扎根宁波的地
域自信、文化自信。

越窑青瓷在慈溪上林湖烧制，有
着上千年的历史，其艺术审美到今天

依然不落伍，并且正在获得越来越多
人的喜爱，“足以证明艺术本身的生
命力与价值”。

作为“非遗”传承人，如何擦亮地
域文化的金名片，推动行业高质量发
展，走出自己的传承创新之路？施珍
认为，需要“让传统制作转变为艺术
创新，从个体作坊转变为产业化发
展，让手艺人转变为艺术家。”相比技

艺的传承，这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和
转变，需要从业者的共同努力。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施珍建议：
“政府的引导资助不妨从普惠制方向
转到重点项目、课题与重点艺术家，从
而更好地集合资源，打造精品，促成越
窑青瓷在全国平台乃至在世界舞台上
的崭新亮相，这也是新时代的新需求
与新希望。” 记者 顾嘉懿 施代伟

原创文艺精品力作的推出，是打
造宁波特色文化品牌的途径之一。

在本土文艺创作中，地方特色文
化IP与文艺作品结合的例子并不罕
见。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歌颂
大桥建设者的音乐剧《告诉海》，歌剧
《红帮裁缝》，舞剧《东方大港》等，都
是这样一种尝试。

“新时代的文化精品创作，首先
要敢于打破常规，寻求新颖、有趣、有
深度的题材和主题，要注重内容的品
质和价值。”市人大代表、浙江纺织服

装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院长沙日
娜表示，“要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
和亮点，敢于尝试具有创新性的艺术
表现形式，可以融合现代科技手段，
如数字艺术、沉浸式场域空间表现等
独特的艺术效果，创作具有宁波辨识
度的精品力作。”

在她看来，文艺内容在输出时，
也不妨更多地跟城市空间、城市地标
进行互动。

与此同时，艺术传播的手段与内
容同样重要。“可以利用新媒体和跨

界合作等的方式加强对外传播和推
广，用好‘流量’的同时，争取‘留
量’。”沙日娜注意到，近几年文化市
场的需求日益多元，“文艺工作者在
创作之初，就需要深入了解观众的审
美需求和喜好，除了传统的文学、艺
术等形式，还可通过更加多元化的艺
术形式，更好地吸引不同年龄的兴趣
爱好者，增强观众体验感，提高观众
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更好体现文
化精品创作的成果和文化品牌输出
效应。”

本土文艺创作
如何

“攀峰”计划给全市文艺工作者吹响冲锋号

用好传播方式，提供多元文化供给

坚持地域自信，推动艺术创新

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剧照。宁波市演艺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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