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率全国之先
推“一团一策”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去年 11

月把“电波”送到了安徽合肥分会

场，售票按公益演出的价格卖，更是
被秒抢。当地歌舞团同行想买前排

座位揣摩学习，岂料无论是托合肥
同仁还是上海同行，都买不到票，以

至于调侃道：“要不我们组个文旅融

合的团吧？看哪里买得到‘电波票’，
我们就买哪里的火车票……”上海歌

舞团“爆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已经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现象级作品，

尤其是去年在沪举办的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上获得文华大奖之后。

领先实践“一团一策”已 5年的

上海歌舞团，入选 2019国家舞台艺
术精品扶持工程的上海沪剧院的《敦

煌女儿》、文广演艺集团的杂技剧《战
上海》、上海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闪

闪的红星》等，均受惠于“一团一策”
的驱动，形成上海院团次第绽放之

繁花似锦般的盛世图景。

上海文艺院团推行“一团一
策”，正是对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有高
原缺高峰”的积极回应。作为改革开

放的排头兵、先行者，上海于 2015

年创造性地提出国有文艺院团深化

改革“一团一策”。2017年 5月在沪
举行的全国文艺工作创作会议上，

“一团一策”又成为热词。简言之，
“一团一策”就是鼓励上海 18家文

艺院团遵循自身个性，各自探索符
合自身艺术规律的整套发展新模

式。据统计，该政策推行到 2019年

后，上海文艺院团交出了颇令观众

欣喜的答卷———当年 18家?级国

有文艺院团新创（含改编）大型剧目
109部，较 2018年增加 11部；演出

收入 3.03 亿元，较 2018 年增长
0.18亿元，增幅 6.3%；全年共完成

演出 10790场，较上年增加 571场；
观众达 329万人次。

作为精品里的翘楚———《永不
消逝的电波》电遍全国的第一道

“电击”，其实是源于首先“电”在歌
舞团演员身上的“艺衔制”。陈飞华

表示，“艺衔制”就是引入竞争机
制，让演员“活”起来。他们可以竞

争“首席、独舞、领舞和群舞”等不

同席位。如今，在全国各地上演
“电波”之际，上海歌舞团还把垃

圾分类的理念带去了，到哪里都自
备分类垃圾袋，让各地大剧院都惊

叹上海人工作起来真的如绣花针
般精细。

频频获大奖
源“一人一策”

2019 年上海文艺院团成绩喜
人。除了《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海淮

剧团艺术总监梁伟平荣获“文华表
演奖”。杂技剧《战上海》荣获第四届

中国杂技艺术节全国优秀杂技剧目
展演奖。木偶剧《华山神童》获第六

届俄罗斯鄂木斯克“金小丑”国际木

偶艺术节特别奖和作家演员技术与
剧目奖。《最后一头战象》获中国木

偶皮影艺术学会、国际木联中国中
心特别表彰……

艺术作品获大奖不仅仅是因为
“一团一策”的驱动，更是源于对艺

术家的尊重———“一人一策”的推
出。可以说，这是“一团一策”的升级

版、精细版。2018年起，歌舞团增设

了“荣典·首席”这一称号，“电波”主
演朱洁静与王佳俊获此殊荣。上海

昆剧团的“学馆制”则为青年演员传
承传统剧目设定了“一人一策”乃至

“一人一剧”的策略，并量化为八部
大戏 100出折子戏的目标。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也是培养

艺术青年力量的蓄水池。入选培养
计划仅一个月，复旦大学青年教师

周涛编剧的《双城记》就登上了艺术
节的舞台。由他执导的学生剧团经

艺术节推荐，还走上了爱丁堡艺穗
节的舞台……

艺术兼市场
显城市精神

日前揭晓的中国舞剧最高
奖———第十二届荷花奖获奖名单

里，四川舞剧《努力餐》让大家再次
看到红色谍战题材的旺盛生命力。

可以说，上海歌舞团的《永不消逝的
电波》开创了红色题材舞台艺术作

品兼具艺术魅力和?场价值的创新

之路。昨天，在沈阳盛京大剧院演职
员出入口，数百名观众在演出后激

动地等待王佳俊的签名。以往，这似
乎是流行歌星的“待遇”。

陈飞华分析道，“全国观众都希

望通过‘电波’看到上海文化，这部
舞剧兼具了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

海派文化———而这正是上海文化的
主要构成。”可以说，也只有上海这

座城?才能创作出具有上海文化特
质、上海城?精神的作品来。

明年正值建党百年，当下已有
一大批凸显城?精神的文艺作品处

于紧锣密鼓的创作打磨之中。上昆
将复排一批经典红色剧目如《智取

威虎山》《红色娘子军》《霓虹灯下的
哨兵》等。上海歌剧院以李大钊为主

角的歌剧《晨钟》将继续修改提升。

沪剧院的《芦荡火种》《一号机密》，
还有围绕龙华烈士陵园的一系列剧

目创作，都值得我们期待兼具艺术
与?场的回馈。

本报记者 朱光

    今天，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开街
满?。

“十一”假期，南京路步行街成
沪上最热门商圈， 东拓段日均客流
超 20万人次， 最高瞬时突破 6万
人次。近悦远来，自有原因———南京
路步行街， 向人们呈现了 “购物天
堂”的模样。

“十一”假期里，泰康食品、老大
同、邵万生、新雅等老字号销售业绩
猛增， 节日期间同比增长 27.2%。

老字号焕发出高能量，原因诸多，离
不开匠心别具的规划设计。 众所周
知，东拓路上，顺势而为，正是路面

铺设的典型特征。其中，东西走向的
南京路步行街遇见了南北走向的江
西中路和四川中路， 路面铺设的格
局不再笔直，而是向南北方向延展，

一部分客流顺势向两条马路流动，

走进去， 别有洞天———老字号开了
新店———开迷你酒吧的邵万生、卖
大米冰淇淋的老大同、 打造花茶潮
牌店的黄隆泰……东拓路上， 老字
号也时尚。步行街西段，有众多老字
号，老字号把新店开到东段，需要内
容创新， 也需要空间规划上的客流
引导；同时，步行街不是单单繁荣一
条街， 而是要繁荣一个街区一个商
圈———路面铺设的规划设计， 自然
营造出一种客流导向， 细节里有匠
心，繁华街区事半功倍。

道法自然， 尊重历史， 推陈出
新。这样的规划设计，还在继续。如
今， 随着南京路步行街东拓顺利开
街， 世纪广场的改造更新设计也在
火热进行中， 全新的世纪广场就要
来啦！

众所周知， 世纪广场作为南京
路步行街的核心节点，承载着休闲
游憩的重要功能，体现着深厚的海
派文化精神。 更新后，世纪广场除
了继续为商演、公演、节日庆典提
供平台，还将引入“新品首秀场，网
红打卡地”这一新功能。 届时，世纪
广场将植入前沿的高科技发布技
术，采用先锋的演出形式，以潮流
的发布方式，为“购物天堂”增添新
的吸睛点。

正如同步行街东拓那样，不只
是单单繁荣一条街， 而是要繁荣
一个街区一个商圈， 世纪广场改
造更新设计也要激活片区的时尚
新风貌。

世纪广场北侧，为南京路步
行街商业界面， 新旧建筑杂陈，

东端的沈大成、三阳百货呼应永
安百货、时装公司 ，西端的老大
房对话老凤祥银楼，建筑立面各
类商业霓虹灯箱鳞次栉比元素
繁杂。 更新后，整合各类立面元
素，采用 LED 大屏统领整个北侧
建筑立面，打造如梦如幻的展示
效果。

世纪广场西侧为华侨商店，更
新后， 拓展建筑沿湖北路侧城市空

间，增加商业外摆空间，激活华侨商
店的商业空间价值。

世纪广场东侧、 南侧为大体量
酒店类建筑，更新后，街道空间将呈
现南北融合的新格局。

最终，更新后的世纪广场，将呈
现为———“珍珠万花筒， 城市会客
厅”。 而且，世纪广场的改造，不仅
提升空间环境和广场功能，更重要
的， 是与南京路步行街形成互动，

持续提升“中华商业第一街”品牌
价值。 届时，曾经红极一时的沈大
成、老大房、三阳南货等老字号品
牌将会焕然新生，为“购物天堂”增
光添彩。

“购物天堂”，长什么样？来南京
路步行街走走，感受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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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白相 ，南东勿一样啦
姚丽萍

新民眼

“电波票”缘何遭秒抢 ？
从“一团一策”到“一人一策”
上海文艺院团佳作次第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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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8?
市民焦点诉求

“‘电波’的票子还有吗？”“本来先前有点余票的地方只有
沈阳，但昨晚最后一场也已经爆棚了，接下来还要去哈尔滨、
延安、佛山等地，档期定到了明年，但是每地一开票就统统被
秒杀了……”身处沈阳的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表示，“各地
剧院的疫情防控也做得很到位，一直预订到明年的档期，都
将如期举行，每场票子确实都卖光了。”

    本报讯（记者 王军）今年 1月至 8月，上海城管

执法类诉求 8.4万多件，同比下降 22.51%！违法建筑、
乱设摊、占绿毁绿、敲承重墙、群租、居改非……这许多

让?民烦心、操心、揪心的事，到底该怎么治？明天起至
10月 16日，本报将与?城管执法局、12345?民服务

热线连续第五年开启“城管局长接热线”行动，上海?
区两级的城管“一把手”们将与?民“电话诉衷肠”，一

起解决问题、破解难题。

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 8月，在 84908件?民诉求
中，位居前列的有：违法建筑，占比 18.24%；乱设摊，占

比 17.25%；居住物业，占比 7.54%；占绿毁绿，占比
6.56%；损坏房屋承重结构，占比 5.01%；群租，占比

4.76%。
对于这许多城?治理中的顽症痼疾，城管部门通

过“诉转案”机制提升问题的解决率，对?民重复投诉
3次以上的事项，根据“能立尽立，能结尽结”的要求，

在 5天内立案，启动执法程序，如超期未予立案的，将
督查督办。同时，全面加强源头防控，“城管进社区”让

5950个“居民身边”的工作室，成为了“城?治理最后
一公里”中敏锐的神经末梢。今年 1月至 8月，各类热

点难点的?民诉求已有明显下降，其中违法建筑的降
幅达 34.51%。

但在降降降的背后，仍有着老百姓急急急的呼声，
面对群众的难与愁，我们又该如何动真格、见真章呢？

明天上午 9时，?城管执法局局长徐志虎将率先
接通热线，随后全? 16个区的城管执法局负责人将轮

流“接棒”，值守 12345?民服务热线。本报融媒体平台
将全程跟踪热线行动，促相关部门有真作为，让?民群

众有真获得。
城?治理破难除弊，需要管理执法部门的真抓实

干、雷霆出击，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有序参与、建言献
策。局长接热线，阿拉等侬来！

互动平台
市民服务热线：12345

新民晚报新闻热线：962555

手机客户端：新民 App

微信公众号：新民帮侬忙

热线预告
10? 13日
9:00-9:30 ?城管执法局局长 徐志虎
9:30-10:30 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尚怿
10:30-11:30 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局长 王瑞民
13:30-14:30 奉贤区城管执法局局长 陶 清
14:30-15:30 宝山区城管执法局局长 钱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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