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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 冲 通讯员 董 瑞 吕佳银

营造一片“宁波红”壮大喜庆文化消费场景
宁波代表委员纷纷热议擦亮文化名片

如何进一步适应社会宏观发展的语

境，积极培育演艺新生态，将演艺行业的

健康发展与更好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相结合？林红建议，加大政策供

给，持续推进演艺体制机制改革。重视

国有文艺院团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

力量作用，大力扶持转企改制院团做大

做强，增强国有资本在演艺领域的主导

作用；着力培育骨干演艺企业，选择成长

性好、竞争力强的演艺企业，加大扶持力

度，鼓励其整合优质资源，延伸和完善产

业链；同时支持成立各类群众文化团队，

扶持引导业余文艺社团，优化补贴机制、

降低演艺成本、加强市场监管。

林红说，坚持创新引领，以精品演艺

彰显城市风貌。创新是文化事业、产业

的灵魂，应积极探索剧场建设、剧目创

作、演艺经纪、演艺人才培养等方面创新

思路。鼓励内容创新，多出精品，用现象

级作品打响宁波演艺品牌。着眼于内容

生产上游的创新，深刻把握港城文化、红

色文化、新时代文化的精髓要义，聚焦重

大题材建立重点项目库，制定文艺精品

创作短期、中期和远期目标，抓住选题策

划和政策扶持关键环节，坚持分类施策、

稳中求进，对重点文艺精品项目创作坚

持全链条推动、全环节跟进、全流程助

力，始终坚持精品结果导向，完善尊重原

创和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人

才和市场主体参与内容生产，为艺术精

品创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林红认为，开放国际视野，搭建文艺

展示新平台。加强与“国字号”“央字

号”、省级直属院团、文化艺术名家的充

分合作，以高端艺术项目合作提升艺术

原创能力，提升我市精品剧目、演艺节

展、赛事评比等各类品牌活动的竞争力、

影响力。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全国重大文

化艺术活动，积极申办中国戏剧节、中国

戏剧梅花奖评选活动、浙江省戏剧节等

重大艺术赛事，组织演艺交易会、长三角

剧院联盟年会等演艺项目，举办国际名

家论坛、大师课、现场推介等主题性活

动。搭建国际演艺数据库，实施甬产文

艺精品和甬剧、姚剧、宁海平调等宁波地

方特色文艺演出“走出去”工程，建立世

界名团名剧交流机制，推动演艺新业态

有序发展。

林红还表示，统筹全域融合，打造具

有区域示范效应的演艺新空间。尽快研

究演艺新空间运营标准，明确场所、活动

审批适用的政策法规，促进内容产出与

转化。将演艺活动与旅游、展览、商业等

领域结合，推进富有城市文化特色的演

艺新空间探索，构建全新文化消费场景，

让文化消费融入日常生活，为城市更新

赋能。开展特色演艺群落建设，联动商

业街区，植入高品质的文化设施、文化项

目、文化业态；重点打造新演艺中心作为

一流文化演艺新地标，建设成为一座既

能满足市属各院团艺术生产、演出、展

示，同时能够适应大型戏剧、歌剧、舞剧、

音乐会等演出需要，兼顾艺术展览、艺术

教育等功能的演艺综合体。积极探索云

演出等数字演艺形式，培育线上演播、沉

浸式体验等表现形式，促进演艺多元业

态融合。

1月16日、1月17日，宁波市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宁波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相继开幕，本周宁波正式进入“两会时间”。

如何擦亮宁波文化名片，推进文化事业大繁荣？如何重视文化产业运营，助推文化产业发展？如何进一步适应社会宏观发展的语境，将演艺行业的健康发展与

更好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结合？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宁波市人大代表、民盟盟员、宁海县平调艺术传承中心副主任吕娅娜，宁波市政协委员、民

盟盟员、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馆长严辉，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林红。

推广宁波红妆 唱响宁波曲调

宁波人文荟萃、底蕴深厚，海丝文

化、阳明文化、藏书文化等各个区县市独

特的文化基因，共同构成了宁波独特的

城市气韵。宁海目前拥有中国婚嫁文化

之乡、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中华诗词之

乡等3个国字号名片，也拥有十里红妆婚

俗、泥金彩漆、宁海平调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繁荣港城文化”应该有鲜明

的底色、独特的气质和悦耳的声音。

吕娅娜建议，推广红妆文化，营造一

片“宁波红”。宁海县一直致力于十里红

妆婚俗、泥金彩漆等国家级非遗保护传

承与开发利用，不遗余力推进人才梯队

培养、博物馆建设和产业园建设。红妆

文化是一抹热烈喜庆的“宁波红”，我们

还可以发力“红宁波”。宁波市委市政府

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培育壮大以十里红

妆为代表的喜庆文化，融入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培植发展红妆产业生态、

打造文化消费场景；支持多主体、多形态

开展红妆文化研究、传播、宣传，营造抬

头见喜的城市文化氛围，努力打造一座

“喜庆之城”。

吕娅娜说，深耕读书文化，提升一味

“书香气”。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

气自华。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不

仅拥有“天下第一藏书楼”天一阁，还有

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宁海

县委专门实施“何以缑城”探源工程，聚

力弘扬读书种子精神，塑造宁海人文精

神标识，也筹备成立方孝孺文化研究会，

并与上海、南京、常州等地密集互动，开

展纪念方孝孺诞辰 666 周年纪念大会等

文化交流活动。建议市委市政府支持做

大“天下读书种子”效应，为宁波“书香之

城”注入独特气质：倡议将 3 月 16 日方孝

孺诞辰日设为“中国读书日”，支持更高

规格举办方孝孺读书节，列入省市重要

文化活动。

吕娅娜表示，赋能戏曲文化,唱响一

曲“宁波调”。作为宁海平调艺术传承中

心一员，我想为戏曲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代言。去年戏曲演艺市场火爆并不断有

新人新剧出圈，戏曲仍是群众文化需求

的重要部分，也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

但当下戏曲传承发展仍存在传播受限、

后继无人等现象。建议市级财政加强对

宁波特色稀有剧种的经费扶持力度；支

持创排一批重量级的戏曲文艺精品、培

育一批戏曲演艺消费新场景；探索戏曲

人才灵活育人、用人、留人方式，培育一

批富有创新活力的戏曲人才队伍，打造

一批负有盛誉的艺术院团。

重视文化运营 助推产业发展

《宁波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

规划》提出，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提升文化产业主体能级，优化文化产业

发展结构，深化文化与金融合作，培育文

化旅游消费新增长点，打造新时代文化

产业高地。这也是宁波提升城市软实力

和城市形象的重要路径。

严辉说，目前宁波有大量老街区、老

城镇、老村庄，人文资源丰富。但由于多

种原因，没能使以上资源转化为经济效

益，使宁波文化发展及城市吸引力不足，

被戏称为“文化沙漠”。

强建设轻运营。缺少专业的文化运

营企业进驻，导致文化场景同质化严重、

业态相似度高，活力不足、运营内容粗

放、体验感不强。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

方式方法单一，习惯于财政补贴、税收优

惠等传统方法。缺少文化产业基金、投

资机构、招商机构等专业化和市场化力

量依托。 宁波文化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文化产品缺乏

个性，内容与市场需求错位。文化企业

各自为营，无法形成聚集效应，企业协同

能力弱，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严辉认为，整体梳理，分类排摸。宁

波市现存名人故居（旧居、祖屋）约 172

处，工业遗存 66 处，还有许多历史街巷、

非遗项目、历史遗迹，应做好系统排查

并且按照不同活化需求和文化产业赋

能的能力做好分层梳理和系统研判，为

文化产业发展做好资源储备和活化运

营基础吸纳成功城市经验，引进高水准

文化运营企业。参考杭州运河三街、河

南《戏剧幻城》、淄博烧烤、洛阳“古都夜

八点”等地案例，吸纳成功做法，引进高

水准文化运营企业和平台，积极引进规

模文化企业，培育宁波本土文化运营企

业。通过组织各类招商引资活动，向国

内外投资者宣传推介宁波市文化产业的

发展潜力和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本、

技术和人才进入宁波市文化产业领域，

促进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品牌化和国际

化发展。

严辉表示，加强多部门协调合作，推

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打

造文化+数字经济、文化+旅游、文化+体

育等新兴产业，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拓展

文化消费市场，促进文化产业的创新升

级和转型发展。多方吸引资本，多元推

进文化产业发展。通过引导和支持文化

企业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加强文化品

牌的建设和推广，加快宁波文化产业国

际化进程，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和话语权，拓展文化出口渠道，推动文化

产业“走出去”。加速构建文化企业梯队

体系。开展文化企业培育计划，建立覆

盖领军型、成长型、初创型文化企业培育

体系。鼓励文化领域的龙头企业、链主

企业和重点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创

新能力，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

化旗舰企业。

开放国际视野 精品赋能城市

地方两会议“文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