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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成都演艺集团董事长业丹：

营造健康夜经济场景 打造世界级音乐IP

构建健康夜间经济
消费场景，打造世界级音
乐IP，对提升成都城市
的国际国内影响力有着
积极意义。

代 表 在 这 里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与要求，并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努力为人民服

务……这是人民托付给人大代表的使命。
践行使命，就是关注人民所关心的；履行职责，就是聚焦人民所期盼的。
焦点在哪里，人大代表就应该在哪里；需求在哪里，人大代表就应该在哪里。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代表在这里”栏目全新亮相。我们将跟随人大代表的脚步，记录人大代表

的履职日常，寻找“人大代表在哪里”“人大代表在做什么”的真实答案。

▶开栏语

“今年，我重点关注乡村振兴和技
能传承发展。”2021年四川省两会即将
召开之际，来自南充的省人大代表、竹
编非遗传承人万学仍奔走在展销中
心、生产基地、操作车间，倾听手艺人
的声音，提高议案质量。

1月21日，南充市高坪竹编非物质
文化遗产产品展示直销中心，记者见
到了万学。她说，乡村振兴是她关注
的重点之一，也是今后带领企业发展
竹编产业的方向。

“在乡村振兴主战场上，主导力量
依然是农民，以及在脱贫攻坚过程中
出现的‘新农民’。”万学笑称，在工作
中，她接触到很多“新农民”，有返乡创
业的大学生、企业家、公务员等，他们
活跃在涉农企业、农民专合社、小微农
企、农家乐等，“他们扎根农村，发展农

产业，让农村发展越来越好。”
万学表示，近年来出台了很多包

括人才振兴在内的涉农政策。“今年，
我关注了涉农政策研究。例如，政策
如何跳出‘条件限制’普惠更多农民；
涉农企业如何将政策更好落地。”

最近一段时间，万学成天奔走在

手艺人聚集的展销中心、生产基地、操
作车间，了解他们的切实情况和需求，
完善自己的议案。

作为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南充
市高坪竹编非遗传承人，万学非常了
解生产技术人员和大学生之间的互补
性差异。“企业一线技术人员有技术有
能力，但在高端精细化设计知识上有
欠缺，这一点需要高校专业人才进行
交流填补。”如今，万学思考的是，如何
让企业技术人员和高校设计人员“结
对子”，以此弥补技术人员的设计知识
需求，也为大学生创造实践就业平台。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将人才留在农村，将知识运用在农村，
就能给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让乡
村更美。”万学表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

1月22日，华灯初上，成都水碾河
路，“PLAY HOUSE电音剧场”内一片繁
忙，工作人员正在打扫消毒，测试器材，
再过几个小时，这个被视作成都网红地
标的剧场，将迎来一个热闹的夜晚。

业丹走进剧场，从门口的扫码登
记到剧场内的通风换气，再到晚上播
放的曲目，他都要再三确认无误。作
为成都演艺集团董事长，在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后，确认“PLAY HOUSE电音
剧场”的经营安全成为他每天的工作；
作为省人大代表，关注自己深耕多年
的演艺行业，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后，根据行业新变化，提出发展新建
议，也是他过去一年里最重要的履职。

“今年，我的建议是关于大力扶持
年轻人的健康夜经济。”在业丹看来，
构建健康夜间经济消费场景，需要演
艺行业深度参与，也对提升成都城市
的国际国内影响力有着积极意义。

新趋势
追求高品位夜生活等

对于业丹及其掌舵的成都演艺集
团而言，2020年绝不是轻松的一年。
仅2020年上半年，集团取消的演出就
达到130多场，原本业内人士预估，疫
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演出业会有一
个报复性消费增长期，“但我们没有等
来这个爆发式的增长。”业丹说。

在这期间，夜间经济的兴起，让业
丹看到了拉动文旅演艺行业消费的新
潜力。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

《2020 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业丹
发现，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四川都
市夜游率先回暖，夜经济点亮了假日
市场。根据不同出行距离的夜间游客
量监测，细分市场回暖加速，都市、近
郊、省内夜游热度高。

大数据调研显示，随着演艺防控
措施调整，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表示有
夜间文化、休闲、消费需求。2020年，

“PLAY HOUSE电音剧场”成为成都演
艺集团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在业丹看来，因为疫情，尽管有很
多行业都转到了线上，但就演出业而
言，线上是无法取代线下的。他说，

“所以演艺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是，在夜
间经济建设中，要满足公众的精神消
费需求和美好生活向往，必然是追求
高品位夜生活、淬炼高质量夜经济、塑
造高格局夜文化，互为推力，三足鼎
立。而演艺行业的特性要求我们，必
须迅速适应并满足市民的需求。”

新诉求
构建健康夜间经济消费场景

作为享有“亚洲演艺教父”之称的
演艺“操盘手”，业丹发现，尽管全国各

地争相发展夜间经济，但不乏诸多千篇
一律的内容，产品的趋同、缺少内涵，使
得夜间经济只有增量却难见提质。

“成都现在有3000多家酒吧，足见
夜经济市场广大，但这样的热闹还应
该有持续性。”对此，业丹提到了娱乐
价值和娱乐观，他认为，文化产业从业
者需要思考如何正面、健康引导年轻
人的夜经济。

健康，是价值观上的健康。“我们的
引导要做到寓乐于教。”业丹以“PLAY
HOUSE电音剧场”为例，每晚开场视频
会涵盖成都的历史文化介绍，将传统音
乐、经典音乐重新编曲后播放。

健康，还是行业发展的健康。“细
化到每个个体，就是你所提供的演出
概念是正向的。”业丹很自豪，“PLAY
HOUSE电音剧场”首创“天天室内电
音节”等概念，以最受年轻人喜爱的电
子音乐为主流，常态化上演室内电音
节，“夜间文化不必囿于单一形态，经
由创新创意，可持续不断走向深层次、
高格局。”

在业丹看来，现在正是成都占领
“音乐高地”的好时机。就城市定位而
言，成都早已经明确提出要打造“国际
音乐之都”；在行业发展上，成都的文
旅演艺消费已呈现出以音乐为核心，

以夜间消费为新增长点的趋势。
“健康为基础，独具成都城市特色

的夜间经济需要可持续性的高速发
展。”对此，今年业丹建议，构建健康夜
间经济消费场景，打造世界级音乐IP，
对提升成都城市的国际国内影响力有
着积极意义。

新期待
利用品牌IP打通文娱生态链条

眼下，文娱夜经济品牌化打造已
成为各地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标签。
其中，营造健康夜间文娱消费场景，打
造凸显城市地域文化的夜间消费集聚
区，才能真正让独具城市特色的夜经
济驶上快车道。

对此，业丹建议，要积极抢抓机
遇，塑造以音乐、演艺等为载体的节目
或活动品牌，利用品牌IP打通文娱生态
链条。他说，“比如建设夜景音乐文化
消费地标。”

在这个过程中，人才依然是最关
键的因素之一。“例如开设电音学院或
者是专业，让打碟、喊麦、电音等这些
年轻人所喜爱的形式，都能保持住潮
流艺术的品格和底线。”业丹说，这也
是他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此前他计划
在成都打造音乐小镇，实现音乐IP真正
落地，并计划三年内，让音乐小镇具有
广州长隆那样的知名度，甚至赶超长
隆，让人一提及音乐，就能想到成都。

“这样也能将最优秀的团队和人才吸
引到成都来。”他说。

业丹期待，未来，成都能成为24小
时不夜城，让夜生活内容多元丰富且充
满生命力，“像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
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化都市的不夜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江茜 李媛莉

省人大代表、竹编非遗传承人万学：

将人才留在农村 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人才，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将人才留在
农村，将知识运用在农
村，就能给乡村振兴注入
持久活力，让乡村更美。”

省人大代表、竹编非遗传承人万学。

省人大代表、成都演艺集团董事长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