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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5月4日电 中国演出

行业协会4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

一”期间（2023 年 4月 29 日至 5月 3

日），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15.19

亿 元（人 民 币 ，下 同），同 比 增 长

962.2%，其中沉浸、互动成为演出市场

新的发力点。

据票务系统采集与服务平台数据

显示，“五一”期间全国营业性演出

31050场，同比增长417.5%，较 2019

年同期上升49.1%；票房收入15.19亿

元，同比增长962.2%，较2019年同期

增长18.4%；观众人数865.49万人次，

同比增长333.2%，较2019年同期增长

1.52%。“五一”假期，全国营业性演出

平均票价同比增长12%。

“五一”期间演出场次大幅超过

2019年同期，主要原因是近三年来小

剧场、演艺新空间数量大幅增加，小型

演出项目的增长有效带动了演出场次

的上升。票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大

型音乐节、演唱会和旅游演艺。随着

大型演出项目自今年一季度以来的快

速复苏，以及假期出游人数的大幅增

长，大型音乐节和演唱会数量比2019

年同期增长超过35%，旅游演艺项目

日均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次亦实现增

长，有效拉动了演出市场票房收入的

整体上升。

其中，沉浸、互动成为演出市场新

的发力点。以沉浸式、互动体验为关键

词的演出项目占“五一”期间专业剧场

和新型演艺空间项目总数的17.75%，

演出场次超过3500场。星空间、飞来

飞去棉花糖等新型演艺空间聚集区，以

及开心麻花、一台好戏等民营演艺企业

出品的沉浸式演艺项目，成为假日期间

年轻观众热衷的演艺“打卡地”。

旅游演艺领域也大力发展沉浸演

出品类。张家界市首台多空间沉浸式

体验剧《遇见大庸》4月 29日正式复

演，首场上座率达100%；自今年春节

后热度不断上升的情景互动表演“盛唐

密盒”“五一”期间成为西安大唐不夜城

街区的“流量密码”，线上线下均吸引大

量关注。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也指出，“五

一”档期演出市场中很大一部分消费

来自存量的集中释放，要保持演出市

场活跃度，还需演出机构不断推出优

秀作品，丰富演出产品供给；不断创新

营销模式，提升产品影响力；不断推动

文旅深度融合，拓展演出业态，扩大市

场规模。

中新网北京5月4日电（记者 高

凯）2023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

日前正式启动。5月初至6月底期间，

来自6个国家，包含9个艺术机构的12

部影片，将在国家大剧院、百老汇影城、

中国电影博物馆、首都电影院以及中教

华影全国校园电影院线进行约300场

放映，覆盖9个城市。

据介绍，“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

影展”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

六届，带着全球20家艺术机构的70多

部优秀剧目，走进全国几十个城市、百

余所高校，展映近1600场，惠及观众

16万人。

启动仪式上，纪录电影《卡拉斯：为

爱而声》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展映，影

片回顾了20世纪最伟大的女高音玛丽

亚·卡拉斯的光辉一生。

国家大剧院影视制作部部长马荣

国介绍，今年首次将国际歌剧电影展纳

入国家大剧院歌剧节的演出排期之中，

展演结合，相得益彰。同时深化“艺

术+科技”创新实践，特别策划5月13

日歌剧电影《弄臣》线上公益展播活动，

形成线下线上“双展”互动，探索艺术观

演新模式。

马荣国特别提到，电影展今年首次

精心策划推出“大师纪念”特展，《纽伦

堡的名歌手》《游吟诗人》《卡拉斯：为爱

而声》这三部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影片将

进行放映。

提到今年新的合作伙伴，马荣国

还推荐了两部外邀作品，“今年影展首

次邀请到奥地利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荷兰国家歌剧院的优秀作品《西蒙·波

卡涅拉》《费加罗的婚礼》参展。”国家

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特邀专家黄小

曼点评说：“《费加罗的婚礼》，制作考

究，可看性强，相信观众都会被它的音

乐打动。”

校园展映作为国际歌剧电影展

的一部分，近年来备受全国高校师生

的广泛认可和热烈欢迎。2023国家

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与中教华影

全国校园电影院线再度合作，开展校

园展映活动，在全国14个城市20所

高校公益放映国家大剧院舞台艺术

电影。今年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深

圳大学等高校将作为重点活动场次，

将组织歌剧艺术讲座、映前导赏、映

后谈、艺术家见面会等形式丰富的普

及活动。

据悉，此次国际歌剧电影展将持续

到6月底。

中新网太原电 由山西省交响乐团

出品的交响套曲《黄河》，于4月30日

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实景首演。

该作品于2020年4月开始创作，2023

年4月创作完成，历经三年打磨，首次

搬上舞台。

此次活动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指导，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演艺

集团主办，临汾市黄河壶口瀑布风景名

胜区发展中心承办。山西省交响乐团

演出。

交响套曲《黄河》作为山西重点艺

术创作项目，由山西省交响乐团委约中

国著名作曲家李博禅创作，山西省交响

乐团演出，特邀中国著名指挥家张海峰

执棒，青年钢琴演奏家元杰、青年唢呐

演奏家刘雯雯担任独奏。

据悉，交响套曲《黄河》由《壶口瀑

布》《儿女情》《大河岁月》《入海奔流》

《中国母亲河》五个乐章组成。

记者了解到，第一章《壶口瀑布》以

“交响序曲”的形式拉开了整部交响组

曲的序幕。作品以高亢雄伟的气势展

现壶口瀑布的壮美，交响乐队的宏大渲

染了黄河的奔腾不息，且作品中运用陕

北民歌《黄河船夫曲》的核心旋律素材

加以贯穿，将经典与时代同行。

第二章《儿女情》选用小提琴与板

胡一中一西两种乐器，以“柔板乐章+

舞曲”的形式抒发黄河母亲对儿女无私

的奉献精神；第三章《大河岁月》将钢琴

与交响乐队相结合，刚柔并济、澎湃昂

扬的音乐风格与前两章形成鲜明对比，

抒发对母亲河热情洋溢的赞颂。

第四章《入海奔流》将中国民族乐

器唢呐与乐队相结合，借助不断涌动的

主题旋律，并辅之以大鼓共同奏响号子

般的旋律，描绘着黄河的磅礴、澎湃、奔

腾。《黄河》套曲的末乐章是一首快板的

交响曲作品，将整部交响组曲推向高

潮，此外，第五章《中国母亲河》在音乐

上融入了《保卫黄河》的音乐素材，与首

章的《黄河船夫曲》音乐主题交相呼应。

一直以来，山西省交响乐团深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

“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

自信，弘扬黄河精神，倾情打造该作

品。演出现场，壮观的黄河壶口瀑布与

宏大的交响乐气势，吸引了众多游客驻

足观赏。

5月5日，在中国影视科技创新成果展上，嘉宾利用VR设备体验元宇宙场景。

当日，中国电影科创峰会暨第十四届中国电影科技论坛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次峰会围绕“影视工业化”和“影视技术

人才培养”两大主旨，举行中国影视科技创新成果展、影视科技与人才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 新华社记者黄伟 摄

《龙城》聚焦
“原生家庭”折射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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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
收入同比增长962.2%

全国防灾减灾日，你知道由来吗？

2023年5月15日是我国第15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防范灾害风

险 护航高质量发展”，5月6日至12日

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背景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

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

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近年来，

我国自然灾害损失不断增加，重大自

然灾害巨灾时有发生，我国面临的自

然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进一

步加剧。

2008年汶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

发生8.0级特大地震。汶川地震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

大的一次地震。此次地震严重破坏地

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地震波及大半

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北至

北京，东至上海，南至香港、澳门、泰国、

越南，西至巴基斯坦均有震感。这次地

震危害极大，共遇难 69227 人、受伤

374643人、失踪17923人。直接经济

损失达8452亿元。

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目的

2009年3月2日，国家减灾委、民

政部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

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

日”，5月12日所在的周为全国防灾减

灾宣传周。一方面顺应社会各界对我

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另一方面提醒

国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视防灾减

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全国防灾减灾日图标

图标以彩虹、伞、人为基本构图元

素。伞状弧形蕴含防灾减灾“以人为

本”的理念和呵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目标。彩虹寓意着美好、和谐的生活。

双人执伞代表全民携手、共同参与防灾

减灾。“5·12”代表每年5月12日为国

家“防灾减灾日”。

海西州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海西州应急管理局

防灾减灾宣传专栏

北京晚报记者 邱伟

由马伊琍、白宇主演的家庭伦理话

题剧《龙城》在央视8套及爱奇艺平台

播出，该剧以原生家庭为切入口，刻画

出了原生家庭对人的深刻影响，剧情通

过郑东霓、郑西决两位主人公“后青春”

的二次成长，直击典型的中国家庭问

题，折射出对现实的思考。

《龙城》讲述了诸多复杂的亲情故

事，触及多个家庭生活话题，剧情以家

为原点，借助每个人物起伏不定的命运

轨迹，剖析了“原生家庭如何影响下一

代的感情生活”，其中马伊琍饰演的郑

东霓最具代表性。由于父母常年感情

不和、打骂不断，郑东霓从小就一心想

离开父母离开家，破碎的成长环境养成

了她叛逆张扬、具有攻击性的性格。郑

东霓高中辍学跑到北京考学，闪婚失败

去新加坡卖唱，最后隐瞒婚育经历远嫁

德国，但原生家庭的烙印早已刻入骨

髓，浪迹天涯也逃不出宿命。

郑东霓童年在父母的“刀光剑影”

中度过，没有学会正常夫妻的相处模

式，她任性自私，缺爱又不懂得爱，为了

不受伤害而伤害别人。偏执的性格和

低学历，是郑东霓最容易被人刺中的软

肋。在新生家庭，郑东霓由于受不了丈

夫的忽视和贬低，卷款跑回龙城。离婚

夺子大战中，郑东霓招数尽出，直到最

后才赫然发现，她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

样子。原生家庭是孩子所有问题的培

养皿，生活在批评中的孩子学会指责，

生活在敌意中的孩子学会争斗。《龙城》

剧情通过童年郑东霓的视角叠加郑东

霓女儿雪碧的视角，再现了循环往复、

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创伤。

剧中，郑东霓经历了复杂的成长与

转变，从“带刺玫瑰”的外强中干，到众

叛亲离意识到自己才是“又蠢又坏”的

那个人，再到母亲突然离世带来的彻底

醒悟……“赖着不长大”的郑东霓终于

脱下了伪装坚强、充满斗争意味的一袭

红衣，在夺子大战中放手“认输”。

剧中，郑东霓和郑西决这对堂姐

弟，由于不同原生家庭的生活际遇，生

长出了对待家庭截然不同的处理方

式。相比明艳疯狂的郑东霓，郑西决身

世凄苦，他能理解每一个人的软弱，温

柔地对待所有人，具有付出型人格，是

个“活菩萨”“滥好人”。这两个不完美

的人构成了富有戏剧张力的人物关系，

他们互相扶助，互相给予，互相洞察“内

在小孩”匮乏的部分。姐弟俩一个曾经

不顾一切地要离开家，一个不惜代价也

要守住家，但随着各自走向疗愈和完

整，郑东霓开始承担起小家的责任，郑

西决也走出龙城、迈向自己的新生活。

从都市剧《都挺好》播出，“原生家

庭的影响”这一话题开始通过影视故事

呈现在荧屏上。《龙城》展开了更为深入

的探讨，剧情不但撕开了血淋淋的现实

伤痛，也呈现了一种问题解决路径：摆

脱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一味逃避毫无

意义，因为这本质上是人与自我如何相

处的问题，真正能够帮助自己走出创伤

的，是在长大后完成二次成长，探索内

心、破解困境、获得救赎，才能终结那种

代代相传、互相伤害的“死循环”。

（上接一版）都兰全力打造“路衍经济”、

开发热水墓群旅游等，逐步引导搬迁群

众发展农畜产品初加工、农牧家乐、民

宿等产业，带动搬迁群众致富增收。

通过发挥各项政策优势，目前全州

有劳动能力的搬迁群众实现稳定就业

755人，实现易地扶贫搬迁户每户至少

有一人稳定就业的目标。充分发挥县

级扶贫产业园、产业园区、专业合作社

等，引导建档立卡搬迁户积极参与特色

种植业、农畜产品加工、销售，务工就业

等作用。依托旅游资源，引导建档立卡

搬迁户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开办农家

乐、家庭宾馆、民族特色产品加工销

售。鼓励建档立卡搬迁户利用到户产

业资金、“530”贷款等自主创业，增加

经济收入。四是整合生态护林、草原管

护等资源，设置一批扶贫公益性岗位，

吸纳建档立卡搬迁户劳动力就地就近

就业。

健全村“两委”人员配备，下设民生

保障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

畅通了保障民生、化解矛盾的通道。通

过乡镇“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及

时发现、及时救助，切实解决困难群众

的生活问题。指导修订完善村“村规民

约”，开展公共卫生、环境保护、脱贫致

富、民族团结创建等活动，有效提升了

村民自治水平。通过建成村级综合服

务用房，加强了村级议事、村务公开场

所阵地建设，引导村民参与城乡社区治

理和服务，提升村民民主意识，增强了

村民归属感。

5 月 4 日，小朋友学习制作

“立夏饼”。

临近立夏节气，浙江省杭州市

临平区塘栖镇丁山河村的村民们

做米塑“立夏狗”、腌灰鸭蛋、搭土

灶蒸“野米饭”等，用江南水乡传统

的民俗迎接初夏。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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