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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成都
“华西报还给我举办了接机仪式”

“我特别喜欢《华西都市报》，因为几
乎在我人生的所有重要时刻，记者朋友都
报道过我。”郎朗回忆，第一次到成都大约
在2003年，刚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他来
到成都办独奏会，当时他就接受了《华西
都市报》的采访。

“我印象非常深，当时华西报还请了几
位琴童来机场迎接我，举办了接机仪式。”

随后几年，他又多次来到成都，被聘
任为成都大熊猫国际文化大使、担任四
川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在成都举办大师
课……每一次，《华西都市报》都会前往报
道。时至今日，郎朗已经不记得接受过几
次华西都市报和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但
他记得有的时候是阵仗很大扛着设备面
对面的专访，有的时候因工作太忙也会约
线上访谈。

郎朗对四川的感情很深，他把这里称
为“一块福地”，去过四川非常多的地方。
他认为四川不仅有接地气的美食，更有深
厚的文化。“大家不仅是到四川来玩的，更
能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

在2010年、2015年、2020年，《华西
都市报》15周年、20周年、25周年的生日
时刻，郎朗都未缺席。15周年时，郎朗手
写贺词发来祝福：祝华西都市报创刊15
周年生日快乐；20周年，郎朗说：华西都
市报是我与乐迷的纽带；25周年时，郎朗
正好与妻子吉娜·爱丽丝在成都举办四手
联弹音乐会，在百忙之中，他抽空在演出
后台录制了生日祝福视频。

郎朗在今年的贺词里说道：“不知不
觉，《华西都市报》迎来30周年生日。我

希望未来的30年，我们还能够一起携手
前行。也期待你们能在下一个30年，为
中国的音乐、文化、艺术呐喊和助威，继续
引领大家对艺术的欣赏。希望有更多的
读者能关注到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收藏华西报
“其实我也算是媒体的一员”

一份报纸承载岁月和记忆，成为社会
的底稿。对于名人而言，通过报纸记录自
己的高光时刻，串联人生的重点。许多人
都有收藏报纸的习惯，郎朗也不例外。

记者向郎朗展示了多份曾经报道郎
朗的《华西都市报》，他对其中许多版面都
有印象，“这两份我都有！”郎朗指着其中
两个版面说，一份是2014年年底他为《华
西都市报》送祝福，一份是2022年制作迪
士尼音乐上线后专访郎朗，《华西都市报》
进行了整版报道。

如今，报刊亭成为过去，纸媒转型到线
上，进入小屏阅读的时代。郎朗认为，如今
都用手机阅读新闻，这件事情从更广泛的
社会意义层面来说，其实是很好的事。

“比如《华西都市报》主要在四川发
行，通常来说，只有四川本地的人能读到
它。但现在《华西都市报》变成了封面新
闻，全国人民都能读，所有对四川本地特
色感兴趣的朋友都能通过线上客户端获
取信息，我认为这是优势，是好事。”

郎朗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他每天
依然会抽出一些时间浏览新闻，甚至自己
也成为了媒体的一员。

“我休息的时候有空，就会拍些
VLOG分享给大家，我的初心是想让更多
人了解音乐家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其实
我也算是媒体的一员，成为了小小的自媒
体。”郎朗认为，当下媒体环境对于大众而
言，“路子”更宽了，不再是20年前的电视
和报纸，科技发展和时代进步，让人人都
拥有了成为“媒体”的能力。

演奏始终需要温度
“希望AI能给音乐家留条活路”

近期，一件被媒体广泛关注和报道的
事让郎朗觉得十分有趣，那就是肖邦和莫
扎特的手稿被意外发现，这些被埋藏了两
三百年的作品，到今天才得以现世，“很难
想象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他们到了21世
纪，竟然还有新作品出来，真了不起。”郎
朗认为，科技和时代正在不断给人们带来
惊喜，而他也在施坦威音乐厅录制了肖邦
这首刚现世不久的华尔兹舞曲。

从纸上走入网络再到智媒时代，不仅
是媒体的更迭变迁，也是全社会的科技进
步。在音乐领域，最直观和最被议论的话
题，则是人工智能与音乐的结合。

郎朗是乐于敞开怀抱迎接科技的人，
在近期举行的音乐会上，他和团队也在尝
试用科技打造更多惊喜现场。2024年10
月，在北京举行的音乐会上，通过超高清
直播技术，能把郎朗在一个场馆的演出现
场，完全“复刻”到另一个场馆，实现“第二
现场”的实时转播，让两个场地观众都能
享受视听盛宴。

郎朗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艺术领域已
经成为大趋势，AI已经可以作曲、配乐。
对于演奏家而言，目前的AI还只能处于
模仿阶段，尚不足以构成“威胁”。

“但未来是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
我只希望AI能给音乐家留一条‘活路’，
别把整个音乐产业都颠覆了。”郎朗认为，
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做更有意思的科
技音乐会，但演奏始终需要温度。

郎朗告诉记者，自己每年都会有新作
品呈现，尤其是未来将增加中国作品的呈
现数量。2025年在四川也将有音乐会、
音乐节等内容的呈现，但希望能有创新，
等到有更多细节的时候再分享给观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受访者供图

翻开《华西都市报》，你几乎能在每一年的
新闻中找寻到郎朗的足迹：2013年，《格莱美
来了：有故事！大使郎朗期待成都》；2014年，
《钢琴王子郎朗送祝福：华西是我与乐迷的纽
带》；2018年，《钢琴家郎朗现身成都，与琴
童合奏世界名曲》……一年又一年，《华西都
市报》陪伴郎朗从青年钢琴家到好莱坞
星光大道留星，郎朗则见证着《华西都
市报》从报纸走向网络再到智媒。

2025年元旦，《华西都市报》迎
来创刊30周年暨封面传媒9周年。
作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的老朋友，
郎朗为《华西都市报》发来生日祝福，并
讲述了他与华西都市报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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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秋冬之际，成都东三环外侧
的上璟公园层林尽染，宛如画
卷。这里正在建设公园城市中的
居住样板区。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明
确提出：到2025年，公园城市示范
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
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全面完成。

如何为公园城市这幅画卷执
笔？公园城市中的生活画面是什
么？

华润置地再次执笔为公园
城市交上一份未来社区的时代
答卷——上璟润府。东三环外
侧约800亩的公园生活大城，包
含工作、消费、休闲、生活多个场
景，在这里“人、城、境、业”高度
和谐统一。

城市推手
深耕成都23年

华润置地多次参与城市建设
2002年，华润置地响应国

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进入成
都。深耕23年，华润置地始终
和城市共发展，在此过程中，华
润置地留下了哪些足迹？

其2002年的入蓉首作翡翠
城，不惜成本打造旁边的东湖公
园，是成都市第一个采用BOT
模式建设的市政公园；在“退二
进三”的城市升级战略之下，
2005 年的二十四城于东二环
420厂旧址上崛起，如今，万象
城商圈一跃成为成都城市新中
心；2019年，成都凭借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迈向世界名城的关键
一役中，华润置地仅用23个月

的极限工期向世界展示出东安
湖“一场三馆”……这些城市大
盘都是华润置地在蓉的里程碑。

当成都迈向公园城市新未

来之时，华润置地也在思考，下
一个城市超级大盘应该具备哪
些要素？

时代答卷
“公园+”模式下的上璟润府

城园相融典型案例
华润置地认为，随着城市化

进程进入下半场，公园城市应从
空间搭建转为场景营造，突破

“城市中建公园”的局限，形成
“公园中建城市”的格局。

投身公园城市的建设浪潮
中，华润置地结合大片区统筹投
资开发经验，瞄准东三环城市核
心环线，依托“公园+”布局模式，
构建了约800亩的公园生活大

城，而这座大城的核心便是上璟
润府（蓉预售字第510112202475663
号）。

上璟润府的业主可享公园
“私有化”的体验感，下楼即是约
160亩的上璟公园，更享有约
20000平方米时代云朵公园、约
3万亩青龙湖湿地公园；规划中
的范家院子TOD和已运营的约
15000平方米时代润街为项目
提供了优质的商业配套；与项目
一街之隔的时代之城已为该区
域导入了千户家庭；地铁4、9（规
划中）、12（规划中）号线的交汇
让业主享受下楼即通全城的便
利；项目周边的川师附属临枫小
学已于2021年正式招生……生

态环境、商业、教育、交通多重优
质资源叠加，形成了未来公园社
区范本。

在华润置地看来，公园城市
之下的“大城”还需对人、社区、
城市进行链接。2023年华润置
地官宣建设润比邻社群，2024
年，上璟润府作为全国润比邻社
群孵化基地在成都落地。依托
这一区域超过6000名华润业主
基数，上璟润府的润比邻社群成
功举办了超35场活动，得到业主
们的积极响应。

成都大力建设公园城市之
际，华润置地再次躬身入局，用
一座上璟润府书写时代的幸福
答卷。 （曹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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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璟公园实拍图。华润置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