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音乐剧《大义渡口》在钢花影剧院首演

“人文渡口·乐亮江湾”全国古琴名家新年音乐会乐器合奏《春风》

2021年中国音协（业余）音乐考级重庆市考区（寒假）在大渡口
区文化馆开考

打造音乐城市地标
听听大渡口
“朋友圈”的声音

自肩负起打造“钓鱼嘴音乐半岛”的重任以来，大
渡口区成立多个考察、招商队伍，奔赴全国各地，密集
拜访各类音乐相关的领军人物、专业院校、社团机构、
头部企业等，集聚音乐资源，组建自己的音乐“朋友
圈”。

当前，大渡口区已初步建立起涉及表演教学、建设
运营、产业发展等多个音乐领域的项目库和专家库，其
中包括音乐重点企业30多家、知名音乐专家78人。该
项目库和专家库还在持续更新中。

做大“朋友圈”，是为了借智引资。要建好“音乐半
岛”，做靓音乐这张城市名片，大渡口还需要从哪些方
面努力突破？来听听大渡口的音乐朋友们怎么说。

设施聚集：建设+运营
当前，我市已经按照“国际一流”的标准，在钓鱼嘴半岛

布局了长江音乐厅、长江音乐学院等“一厅一院一馆一场一
营一台”六大功能设施。

未来，这些都将成为大渡口的音乐城市地标。
“音乐设施建设的规格和水平，直接决定着当地音乐事

业、产业发展的天花板。”重庆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研
究所所长彭劲松认为，钓鱼嘴音乐半岛的高起点定位、高标
准规划、高水平建设，是大渡口聚焦音乐产业的强有力的支
撑。

彭劲松建议，以音乐半岛的六大设施为引领，大渡口区
应该在全区范围内，通过新建、改建等方式，提早规划布局更
多布点广、覆盖高、功能强的公共音乐设施，让各类型、各层
级的音乐在大渡口都有阵地空间，营造活跃、包容的城市音
乐氛围。

另外，在城市建设领域有这样一句话，“三分建、七分
用”。上述这些国际顶级水平的音乐设施建好后，如何运营，
也考验着大渡口区的智慧和水平。

纵观国内，音乐设施项目如何盈利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但也有很多阶段性的成功案例值得借鉴。国家大剧院首任
院长陈平就在其著述的《剧院运营管理》一书中写道，国内各
地剧院运营有3种模式：第一是自建自管模式；第二种是委
托运营模式；第三种是合作运营模式，各有成功的经验和案
例。

目前运营比较出色的剧院，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天
津大剧院、广州大剧院等，几乎都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成功
之道。例如，上海大剧院在观众培育及公益性普及方面的尝
试；天津大剧院在实施产权和运营分离，实施委托经营管理
上的探索；广州大剧院与“央地合作”，实现在公共服务与商
业价值之间的平衡等。

陈平认为，解决艺术场馆的运营问题，并非依靠“模式”
就可以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当地艺术产业培育和艺术氛围营
造上久久为功。无论哪种模式，最基本的前提是，当地要有
一定程度的艺术氛围和消费习惯。

毕竟对于一个文化功能设施建筑来说，“建”只用一两
年，而“管”和“用”则将陪伴这个设施一辈子。

主体聚集：人才+产业
音乐，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结晶。

“无论是音乐事业的发展，还是音乐产业的繁荣，人才是
最核心的主体。”在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郑茂平看来，以

“创办国内一流音乐高校、争创国际特色音乐院校”为目标打
造的长江音乐学院，是大渡口区首个高等院校，是大渡口区
孕育音乐的摇篮和起点。

据透露，当前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已经与大渡口区达成基
本共识，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通过“整体搬迁为基础、打造独立
院校为目标”的发展思路，参与到长江音乐学院的运营中去，
助推钓鱼嘴音乐半岛的建设，最快明年可实现招生，预计4
年时间可培育约3000名音乐人才。

郑茂平介绍，未来的长江音乐学院将重点突出中国民族
音乐，培养中国民族音乐人才，增设音乐治疗、民族乐器制作
等创新专业和课程。与此同时，学院将采用西南大学音乐学
院与教育学部、心理学部联合研发的“多通道整合艺术教育
模式”，在教会学生音乐技巧的同时，更注重于培养学生在

“感知、创编、表现、思维”等方面的素养和能力。
培育出来的专业人才，如何才能留得住？这便需要产业

的支撑。

“人才带来的最直接的福利，便是作品。”重庆市音乐家
协会秘书长姜明建议，大渡口应该尽快出台有指导性、有吸
引力的产业扶持政策，重点引育音乐演出、音乐版权等与音
乐作品息息相关的市场主体，形成产业集群。与此同时，音
乐创作相关的音乐空间运营、音乐器材销售等产业也大有可
为。

“音乐人才要走上舞台，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和
指导。从培训、到演出、到经纪、到宣传，亚音有完善的歌手
培养体系，这也是亚音愿意落户大渡口的主要原因。”亚洲音
乐盛典主席张盈柔认为，有长江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
（业余）音乐考级重庆市考区考点、亚音等支撑，音乐教育产
业将在大渡口率先领跑。

“热度高出预期不少，本月13号放出的1000多张学生
票，45秒便销售一空。”穿越二号Colo音乐节出品人聂玲
说，去年以来，大渡口区明显加大了各类音乐节会活动的举
办频率，以营造城市音乐氛围，这为音乐消费新场景的打造，
音乐主题活动的策划、组织、运营、执行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绝佳的机会。

氛围聚集：IP+大众

提到中国景德镇，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瓷器；提到日本
箱根，首先会想到温泉；提到法国普罗旺斯，首先想到的便是
薰衣草。

摩登天空西区负责人车滢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
第一反应，是因为他们在反复接受两个事物之间的“强关
联”。

“大渡口要打造音乐这张城市名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
座音乐厅，一所音乐院校，一个草莓音乐节。”车滢认为，大渡
口区应该在城市形象、代表人物、文化故事、知名企业等各个
方面塑IP，找典型，与音乐形成强关联。

对此，聂玲深表赞同。
她认为，大渡口需要建立IP矩阵，来支撑“音乐”这张城

市名牌。该矩阵至少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风貌类音
乐IP，例如在城市中应该多设计布置音乐相关主题的景观、
功能设施；二是产品类音乐IP，包括知名的音乐作品、著名的
音乐人等；三是产业类音乐IP，例如知名的音乐企业、具有影
响力的产业链条、品牌音乐活动节会活动等。

另外，音乐融入到当地大众日常生活的程度，将直观反
应一座城市的音乐氛围。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街头音乐是一个传播品牌、营造城
市氛围不错的选择。”目前在重庆颇有人气的街头音乐主播
冉科宇建议，大渡口可以搭建街头音乐艺术平台，吸引街头
艺人广泛开展以音乐类为主的街头演出，通过艺人的直播和
观众的手机，将这座城市的音乐氛围和包容度传播出去。

“我们准备通过‘专业院团+公共艺术服务’的方式，支
持大渡口音乐名片的建设。”重庆歌舞团董事长黄猛介绍，重
庆歌舞团正在筹建重庆音乐剧团，计划入驻大渡口钢花影剧
院。与此同时，重庆歌舞团还在与大渡口新山村街道商讨，
共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未来，重庆歌舞团将以这些文化

阵地为依托，广泛开展艺术普及活动，为大渡口区的市民带
来形式更丰富、内容更精彩的歌舞产品。

“一座真正有音乐气息的城市，应该是大街小巷都弥漫
着音乐范。大渡口打造音乐名片，离不开大渡口市民的广泛
参与和关注。”姜明介绍，下一步，重庆市音乐家协会计划通
过筹建市民音乐学校、开设名家音乐室、不定期举行会员交
流表演等方式，参与到“音乐半岛”的建设中去，通过专业引
领，培育大渡口民众的音乐爱好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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