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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今年，大型演唱会实现了全面的
“强实名”管理。所谓强实名，就是购
票人与观演人必须统一且实名制。
购票人在平台购票时填写的身份信
息，需与进入场馆观演的人一致。进
入场馆时，通常会扫描身份证件以及
面部识别，这样，就能最大程度限制

“黄牛”倒卖门票。
即便如此，在“强实名”票务管理

的当下，依然不乏“抢票难”“抢票贵”
的呼声。有网友表示，“强实名”之后
抢到票的几率并没有提高，许多热门
场次门票依然是“一秒售罄”，并且依
然可以向“黄牛”提供身份证等信息
进行“代买”，但是需要付出比原票价
更多乃至翻倍的加价。

“抢票难”是今年演唱会最值得
关注的现象之一。伍佰成都站开票

瞬间，15万人同时涌入抢票平台；3.5
万张薛之谦成都站的演唱会门票，共
有近110万观众在网上争抢。

业内人士认为，依然存在的“抢
票难”问题是当前演唱会市场井喷和
明星效应带来的，“再加上现在跨城
观演非常频繁，以前大多数时候是本
地观众在抢，现在可能是全国人民都
在抢”。

而针对“代买”现象，还需要监管
部门进一步对工作票进行溯源和登
记管理。今年6月，北京就率先开
始实行工作票溯源的监管，规定工
作票、内部票的数量必须控制在总
票数的10%以内，并对票务进行登
记管理，这对打着“内购”名义来加
价“代买”的“黄牛”来说，无疑是一记
重拳。 据《华西都市报》

大型演唱会井喷大型演唱会井喷
火爆背后有隐忧火爆背后有隐忧

据新华社
电 中国国家话
剧院与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
司 12 月 25 日
在京宣布，其共
同出品的戏剧
电影《抗战中的
文艺》即将在全
国上映。作品
通过电影和话
剧的融合，探索
话剧艺术电影
化、数字化的发
展之路。

据介绍，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
展现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文
艺界爱国人士不断求索奋斗，寻找中国
的文艺出路并以文艺作品唤醒民众的
历程，由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导演。

田沁鑫说，希望以《抗战中的文艺》
为起点，打造国有文艺院团现代化、数
字化、赋能化发展运营新模式，以戏剧
电影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戏剧电影
《抗战中的文艺》将映

长篇报
告文学《奔
跑 的 中 国
草》已由人
民文学出版
社和福建教
育出版社联
合出版，通
过“此梦之
长”“此草之
劲”“此人之
风”“此路之
行”四个篇章，展现了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菌草之父”林占熺的科研之路和家
国情怀。

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
持办公室、人民文学出版社、海峡出版
发行集团、福建省文联联合在京主办的
作品研讨会上，专家表示，这本书忠实
记录了科学家的成长和科研历程以及
中国菌草技术发展普及历程。

从“以草代木”培育食药用菌，到
“点草成金”助力贫困地区农户脱贫，再
到把“致富草”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草”……书
中生动刻画了林占熺与他的团队把论
文写在大地上的专业态度、把科研做到
农民饭碗里的实践能力、把信仰熔铸于
历史发展潮流中的奉献精神。

该书作者钟兆云分享创作体会时表
示，《奔跑的中国草》在大量采访的基础
上进行创作，希望用文学形式全景展示林
占熺领衔的菌草团队科技报国的感人事
迹，帮助读者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在社会各界支持下，菌草事业不
断发展壮大，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
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本书主人
公林占熺说，菌草团队将继续努力，用
实际行动为乡村振兴、为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新的贡献。 史竞男

《奔跑的中国草》
展现“菌草之父”
科研之路

今年的演唱会市场异常火热，但
最难抢的票依然属于最头部的歌手
们。周杰伦、林俊杰、张学友、陈奕迅
的演唱会场场爆满。歌手伍佰凭借经
典曲目和独特的“KTV式”演唱成为
今年演唱会的最大黑马，带动了演出
市场的火热与创新。

不难看出，现场演出考验的不仅
是歌手的“流量能力”，更重要的是
在舞台上展现出非凡的唱功。在演

唱会市场爆棚的情况下，“卷”起来
的歌手们实现了一番演唱会生态圈
里的优胜劣汰。从大部分演唱会票
房被老牌歌手占据即可看出，只有
流量没有实力，不足以持续性拉动
票房增长。

如果要为今年的演唱会挑一个亮
点，伍佰一定独占鳌头。今年以来，伍
佰仿佛“住”进了热搜和短视频，“伍佰
演唱会KTV包厢”频上热搜，无数段

子应运而生。伍佰的演唱会开到哪
儿，快乐就到哪儿。

玩笑归玩笑，伍佰的演唱会并非
完全由观众唱，而只是一部分传唱度
特别高的歌交由观众演唱，而观众也
乐于为此买单。只要伍佰一开口，就
是名场面。当伍佰已经唱到满头大
汗，当起了“指挥家”，在他“KTV式”
表演的背后，依然是不俗的实力与对
演出舞台的全身心投入。

2023年，音乐演出行业全面复苏。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统计，仅2023年上半年，全国就举办了大型演唱会、音乐节506

场，直接创造了24.97亿元票房。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甚至成为城市旅游消费“引流”的关
键。大型演唱会在成为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值得集中探讨的问题。
各部门继续加大对“黄牛”演出票的限制，在强实名的制度下，演出市场日益规范。

2023年中国大型演唱会、音乐节
的成绩单是惊人的。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周杰伦今年在海口站的演唱会，共吸
引15.46万人次观看，带动旅游收入
9.76亿元。光看这个数据或许不够直
观，但它竟然超过了今年海口的“五
一”假期旅游收入，并且是端午假期旅
游收入的3倍，可见其拉动的消费力

有多惊人。周杰伦天津站演唱会，现
场观众竟高达18.5万人次，而外地观
众就占了62%，带动消费30亿元。

以上拉动效果在张学友、陈奕迅、
林俊杰等老牌或头部歌手中均有体
现。这足以看出，一场演唱会可以带
火一座城。供需两旺的情况下，人们
开始追着演唱会、音乐会外出旅行，

“你唱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
示，2023年1月-8月演出市场中，
跨城观众超过60%。张学友演唱会
成都站总计观众人数12.1万人次，票
房总收入2.2亿元，七成观众来自外
地。业内人士认为，从今年的数据可
以看出，大型演出活动能够起到拉动
地区消费的重要作用，也是提高人民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有效手段。

全国音乐
演出市场氛围
浓厚，演唱会
直接带动旅游
业，成为正在
蓬勃发展的新
业态，但同时也
带来了一系列问

题和探讨。演唱
会假唱、舞台安全
事故、歌手身体
状态不佳、观
演位置与价
格不匹配、演
出秩序等问

题均受到大众关注。
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五

月天假唱风波”引发全民讨论，应该
如何去定义大型演唱会中的“假唱边
界”，成为行业内外急需探讨的问
题。垫音是否算假唱？唱跳型舞台
又该如何保证表演效果与真唱的平
衡？更进一步而言，演唱会假唱，谁
该为观演消费者买单和赔偿？而不
久后的杨丞琳演唱会上，她的不当言
论也引发大家对于公共场合明星发

言的关注，令人深思。
9月8日，周杰伦在

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举
行演唱会，现场设备突发
故障，导致表演用的“能
量球”未打开，周杰伦被

卡在里面将近20分钟，疑似受伤。没
过两天，在薛之谦“天外来物”巡回演
唱会成都站上，薛之谦出现了身体抱
恙的情况，因无法支撑中途停止。

62岁的张学友也在演出现场发
生“意外”，在演唱《只想一生跟你走》
时，一度因晕眩跌坐在台上。种种情
况引发大众担忧，歌手演出应当敬业，
但前提也需要保证舞台及自身的安全
和健康。

今年演出太火，一票难求，票价
与座位不对等也一度成为大家议论
的话题。花了高价去看演唱会，结果
视线全程被舞美搭建的柱子遮挡，演
唱会“盲选”问题被关注，有观众建
议：演唱会应该像电影院买票一样，
能看到具体位置。

跨城观演成趋势 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

老牌歌手依然“能打” 唱功实力才是票房保证

演唱会假唱、舞台安全事故……演唱会问题频出

全面落实“强实名”管理 限制“黄牛”倒卖门票

伍佰的演
唱会开到哪儿，
快乐就到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