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场

老场馆 新活力

随
心
舞

《
悠
悠
视
界
》
回
归
舞
台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王剑虹 视觉设计 /戚黎明2021 年 11月 11日 /星期四

文体新闻 15

    昨晚，越剧《山海情深》再度在上

海大剧院欢腾跃起，该剧也是“2021年
度上海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演出

剧目之一。自去年 10月 17日全国第七
个扶贫日试演后，《山海情深》走过昆

明、遵义、重庆等西南对口支援地区，
扬州、淮安、太仓等长三角城市，又于

今年的 7月 1日在宛平剧院上演，一路

收获了无数掌声和感动的泪水。
许杰、方亚芬、樊婷婷、蔡燕，四位

主演都是实力派，他们每个人对此次
的人物塑造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志

愿者蒋蔚的扮演者樊婷婷作为金派青
衣，演出了蒋蔚的阳光豪爽，她将金派

刚柔相济的唱腔进行了二次创作，柔
中带刚，刚中有柔。许杰扮演的蒋大海

作为扶贫干部，有阅历有志向，为了达
到这个人物的情感，他弃用了原先主

攻的陆派，用范派来演绎，同时在表演
情感上尽量使这位干部生活化、朴实

化，让人记住这是位可爱的人民公仆。
苗家媳妇应花的扮演者方亚芬已

经成功塑造

了很多外柔
内刚的嫂子

形象，她这次仔细琢磨出人物特有的味

道。方亚芬说，作为演员，要时刻挑战自
我，应花是个苗族女子，她在很多地方

加入了一股“脆劲儿”，来体现少数民族
女子的利落干脆和对事业的执著。

蔡燕此次饰演的是一位瞎眼婆婆，
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少了这扇“心灵

的窗户”，少数民族老太太让蔡燕直呼

演得过瘾。龙阿婆的一大段唱腔里融入
的多种流派，让蔡燕自觉收获良多。

《山海情深》讲述在上海扶贫干部
的帮助下，苗家留守女子进取、自强，通

过手艺脱贫和振兴的故事。“山”代表了
贵州，“海”就是上海，剧中有父女情、母

子情、姐妹情、夫妻情、婆媳情和鱼水
情，最终全都指向着最普通人的愿望，

使得这部作品以小见大，展现出一幅波

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本报记者 赵玥

    曾经的这里，场地破旧，

客流寥寥；如今的这里，焕然
一新，人气高涨。这就是安亭

镇文体活动中心，一处已经建
成十几年的老场馆，如今通过升级改造实现了华

丽转身，成了附近居民热捧的健身打卡点。
旧场地焕发了新活力，背后的“梦想改造家”

是谁？安亭镇文体中心主任李海鹰告诉记者，他们
是尝到了场馆改造先行先试的甜头：“我们通过引

进第三方企业运营，让专业团队进行精心改造升
级，不但让传统场馆实现‘变脸’，也提高了场馆使

用率，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

曾是老大难
安亭镇文体活动中心建于 2008年，建筑面积

1.6万平方米，是全镇居民最重要的文体活动场

所。但是十几年使用下来，场馆旧了，场地破了，
各项条件都落后了，已经远不适应居民的健身需

求：篮球场是室外的，打球受到天气条件限制；羽
毛球场地胶都已经磨光，露出了下面的水泥地面，

打球也存在安全隐患……偌大的场馆利用率不

高，不但影响了附近居民的健身热情，也是一种资
源的浪费。此外，以前受限于资金、编制等因素，安

亭镇文体活动中心都是招一些退休志愿者来管理
场馆，这些志愿者没有经过相关专业培训，对顾客

的一些需求也服务不到位，有时候甚至会被投诉，
以至于李海鹰和同事们经常要去“救火”。

“如果要靠政府投资改造，资金压力挺大的，
所以我们想引进第三方社会企业来进行改造，然

后和政府一起合作运营场馆。”据介绍，今年上半
年政府进行了招投标遴选，最终上海洛合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从众多竞标公司中脱颖而出，成功获
得场馆的运营权。

值得一提的是，安亭镇文体活动中心的升级
改造，政府没有花一分钱。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戴富祺透露，作为运营方，该公司不但
投入一千万元改造升级场馆，以后每年还将支付

场馆租赁费用给政府，“投资前我们进行过测算，
五年后可以收回成本，并有微量赢利。对政府来说

可以减少财政收入，对企业来说可以实现自身的
发展，最终让老百姓受益。”

如今大变样
通过整体品牌形象的精心设计和打造，如今

安亭镇文体活动中心场馆设施全面升级后大变模

样，也大大提高了使用率：户外的 3片标准篮球场

加装了顶棚，变身 24片 3

对 3篮球场；羽毛球馆则
应球友要求，更换地胶、照

明设备还加装了中央空
调；原本利用率不高的健身房改造成亲子运动中

心；原先的乒乓房变成共享健身房，里面装上了先
进的健身器械……如今的场馆，设施更新，项目更

全，空间利用更合理，与此形成强烈呼应的就是，
来健身的人更多、更广、更勤快了。

冠名“洛克公园”的篮球馆，重新营业当天就
来了 100多人；而羽毛球馆更是物以稀为贵，运动

高峰时段都订不到场地；共享健身房一大早就有

人来排队……安亭镇文体活动中心还推出了公益
场，鼓励大家错峰锻炼。“我打羽毛球十几年了，以

前经常在这里打，后来场地条件变差之后就不爱
来了。”家住附近的市民陈先生如今几乎天天来这

里打球，“现在球场改造升级后又方便多了，来这
里打球省时省力还省钱。”

如今的安亭镇文体活动中心，不但有篮球、羽
毛球、乒乓球等项目，还有健身房、游泳馆、亲子运

动中心，室外还有健身步道和器械……可以说，无
论是一家三口，还是祖孙三代，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适合自己的运动健身休闲项目。

一个新思路
安亭镇文体活动中心的重生，其实也给其他

类似政府场馆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公私合

营，前者负责监管和后勤，后者负责运营和管理，
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在上海，目前由企业运营的政府场馆仍不多
见，此次安亭文体活动中心引入第三方企业运营，

可谓先行先试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升级后的安亭

镇文体活动中心，不再局限于场馆的单一功能，还
可以举办市级乃至跨省市的体育赛事———前不久

在这里举办的长三角体育节 3对 3篮球赛，就让篮
球爱好者对安亭文体中心的场地赞不绝口。

据介绍，洛合体育之所以敢于带资运营，是基
于前几年开发的一整套智能化体育场馆管理平

台，“我们依托共享运动场后台终端管理系统的
‘中枢大脑’，让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就能进行场

地预约、付费，通过数字化管理大大降低人力成
本，转而投入到更多惠民的举措中。”

近年来，各地纷纷推进公共体育场馆“改造功
能、改革机制”工程。而安亭文体中心的市场化运

营，有望成为可借鉴的成功案例，让更多的政府场
馆活起来、火起来。 本报记者 李元春

身边的文体活动中心升级改造人气旺了

    虚构的作品，讲述可想象的故事；非虚构的

作品，记录不可想象的生活。生活不断向前，作
品自然生长。11月 12日-14日，曾在圈内圈外

引发强烈反响的素人舞蹈剧场《悠悠视界》将再
度回到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回到它诞生的地方，

以更蓬勃和旺盛的面貌，让你看见它的成长，他
们的蜕变。

“这是一部自然生长中的作品，呈现的是每

个人当下真实的、行进中的、独特的生命体验。”
导演宋欣欣说，“4个月不见，大家的状态都有

变化，自然会带来些调整。比如，小演员们明显
长大了，许汪容平变声了，从小男生变成了一个

小男人。王钦瑀、王煜颖跳得也比之前更好了，
更有感染力。我们会根据演员的心境来做一些

调整。尽可能展现他们最真实的情感和力量。”
作为一部为 13位普通人量身定制的舞蹈

作品，《悠悠视界》没有 B角，没有配角，他们每
个人都有自己无可取代的段落、不可复制的经

历。在回归学习、生活和工作之前，这群为爱而
舞的普通人决定再一次摘下生活的假面，舞出

真实的自己。
由于素人作品性质特殊，无法复制也无法

长期演出，“封箱”后可能不再上演。国舞剧场总
经理张博文坦言：“作品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国

舞剧场素人作品有了起点，会持续关注与支持
素人舞者和舞团。我们将不再以‘素人’来限制

与定义，而以‘凡人’来鼓励和邀请每一个普通
人随心起舞。”

值得一提的是，得知这部凡人舞蹈剧场《悠
悠视界》即将再次上演，谢欣、郝若琦、王佳俊、

朱凤伟（大朱）等“神仙舞者”纷纷化身自来水，
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为其打 Call。王佳俊说：“他

们跳出了最真诚的舞蹈。他们把自己不被旁人

所看到的、隐藏着的，我们称为弱点也好、不愿

去回忆的痛苦也好，呈现给观众。”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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