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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盘点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雨恒 摄影报道

5月29日，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的
10名视障学生飞越千里，在山东济宁开
展“扬帆启航 感悟齐鲁文化”研学之
旅。这场以触觉、听觉为桥梁的文化探
索，让孔孟之乡的千年智慧以独特方式
注入孩子们的心灵。

当天，学生们从重庆飞抵山东，人
生第一次翱翔蓝天。轰鸣的引擎声、起
降的推背感、云端的宁静，成为他们认
知世界的全新体验。在兖州兴隆文化
园举行的开营仪式上，这场跨越地理与
心灵的旅程正式启程。

学生们以手代眼，深度“触碰”儒家
文脉。在孔庙、孔府、颜庙及孔子博物
馆，粗糙石碑、温润木雕、冰凉金属与细
腻纹路成为穿越千年的密码。指尖抚
过文物，圣贤故事随触感苏醒，让仁爱
礼义的思想从掌心直抵心灵。

端午假期恰逢“六一”，尼山圣境与鲁
源小镇为视障学子们铺就“明礼之路”。
学生们轻抚镌刻“中庸”“仁爱”的台阶，掌
下凹凸铭文如思想长河奔涌；粽叶清香漫
溢，端午民俗化作可触可感的记忆。

据了解，这场由重庆市华岩文教基
金会主办的研学之旅，以“触摸”完成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传承——历史
在掌心清晰，智慧于指尖流淌，证明对
文明的感知从不拘于单一感官，只要心
怀向往，自能抵达精神的星辰大海。

以手为眸“触”见千年文脉
重庆市特教中心10名视障学生在山东济宁开展研学之旅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一叶

日前，64岁的张学友在重庆开唱，
华熙LIVE·鱼洞场馆内座无虚席，氛围
异常热烈。记者从演唱会主办方获悉，
根据售票系统的电脑用户画像，张学友
重庆站首场的购票观众，40岁以上人群
占比高达49.5%。

印象中，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是
演唱会购票的主力。比如，以往在华熙
LIVE·鱼洞举办的王源、鹿晗等年轻艺
人演出时，18岁至30岁观众占了九成。

不过，在细分的情怀类演唱会市场
中，中老年群体存在巨大潜力。接下来，
在重庆各大场馆，谭咏麟、刀郎等歌手将
相继登台，不少演出场次一票难求。尤
其是刀郎演唱会目前显示1场在售中、2
个城市筹备中，截至记者发稿时，大麦
App显示“想看人数”达588.8万人。

在演唱会不断带动文旅经济发展的
当下，演唱会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特征？
演唱会又为何让中老年群体沸腾？连日
来，记者进行了采访。

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
中老年群体加速“破圈”

“我要带爸妈去看张学友演唱会啦，
陪他们追星，去看他们那个年代的偶
像！”距 5 月 22 日张学友在重庆华熙
LIVE·鱼洞的演唱会还有一天，在重庆
读研究生的小王同学把爸妈从云南老家
接来重庆，让他们第一次感受演唱会的
万人现场。小王表示，虽然是看台后区，
视野一般，但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
时，妈妈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好。

演唱会当晚，小王每隔十几分钟就
能收到妈妈发在家人微信群里的视频，
《她来听我的演唱会》《情书》……几乎每
一首歌都是妈妈的青春记忆。

“去年，我追了3场演唱会！”说起
“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56岁的卢阿姨
颇有心得。去年8月，她偶然买到刘德
华在重庆的演唱会门票，从此爱上了演
唱会。现在，卢阿姨手机里下载了大麦、
票星球等多个文娱演出类的票务App，
闲暇时就会在上面搜索周边的各种文艺
演出，随时计划一场姐妹游。

演唱会的风，真的吹到爸妈一代了
吗？

“整体来说，还是演唱会经济效益的
确不错，蛋糕做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
市场细分空间会随之出现，让演唱会更
有针对性。”谈及今年演唱会市场的新变
化，灯塔专业版运营总经理王舒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灯塔专业

版共同发布的《竞逐升级、多元发展——
2024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趋势及特点
分析》报告显示，2024年刀郎巡回演唱
会观众中，50岁及以上观演人群占比高
达44.5%，远高于大盘均值。周华健、刘
德华的巡回演唱会上，50岁及以上观演
人群占比也分别达到20.3%和10.7%。
虽然年轻人还是演唱会市场的绝对主
力，但从用户年龄分布上看，大型演唱会
市场跨年龄层渗透加速，开始向青少年
和中老年群体“破圈”，部分演出已体现
出受众市场的明显偏斜。

老牌歌手演唱会
成为重温青春记忆的载体

“演唱会不是年轻人的专属，许多中
年群体对演唱会的需求也很强烈，这部
分消费者尤其对经典歌手有兴趣。”重庆
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重庆演艺股份总经
理朱凯认为，演唱会受众中，中年观众甚
至银发族比例提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近三年来多位老牌歌手重回演出市场举
办巡演。

2023年以来，刘德华、张学友、周华
健、刀郎等歌手纷纷开启巡演，将于6月
28日在重庆举办《经典传奇2025巡回演
唱会》的谭咏麟，则是在时隔近十年后再
登重庆舞台，开票后热门票段很快售罄。

为何这些老牌歌手的演唱会如此卖
座？

朱凯认为，这些演唱会备受观众追
捧的背后，是一种情感共鸣与怀旧心
理。现在大家已经不怎么去KTV了，演

唱会就变成了另一种KTV的现场，让大
家能一起唱歌、抒发情绪、缅怀青春。可
以说，情怀类演唱会承担起了以前KTV
的某些功能，成为重温青春记忆的重要
载体。

此外，演唱会市场越来越大，内容越
来越丰富，也吸引了更多原本不是演唱
会主要受众的人群。朱凯以去年8月在
华熙LIVE场馆举行的4场刘德华重庆
演唱会为例，“很多喜欢刘德华的影片和
歌曲的观众如今大多步入中年，当有机
会亲眼观看偶像演出，自然成为抢票的
主力军。”

重庆托斯卡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曾承办过多场音乐会，公司总经理王英
告诉记者，刀郎、谭咏麟、李宗盛、任贤
齐等歌手的演唱会上，观众通常是全家
出动，相较于超一线头部艺人的演唱
会，类似情怀类演唱会的观众年龄差距
较大。

“虽然在线娱乐活动发展迅猛，但越
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演唱会本身也是一
种让人感到愉悦、释放情绪的线下活
动。”王英说，这几年演唱会市场蓬勃发
展，观众群体相互影响，中老年观众也逐
渐发现，去看演唱会就像去看场电影、吃
顿大餐一样充满乐趣。

算好经济账更要打好感情牌
才能拥抱火热的演唱会市场

听演唱会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中老
年群体也可以有自己的“回忆杀”。面对
这一变化，演出从业人员应如何乘势而
上，拥抱更加宽阔的市场？

朱凯表示，除了在供给端推出更多

场次的演出外，演出主办方、场地方也应
该转变习惯，为全年龄观众提供服务。

“比如，从定制兼顾经典与流行的演出内
容到优化现场服务，从演出地景点拍照
打卡的联动到周边商品的设计售卖，都
应该考虑到全年龄段观众的需求，给观
众提供更好的观演体验。”

随着中老年群体在文化消费市场的
崛起，越来越多的演出公司开始重视这
一潜力巨大的领域，针对中老年群体的
演出活动和服务不断增多。例如，一些
剧院推出了适合中老年人口味的戏曲演
出和话剧，旅行社也组织了专为中老年
人设计的音乐之旅和文化之旅……这些
都进一步激发了中老年群体在文旅市场
的消费热情。

在重庆，各大承办演唱会的场馆已
开始针对性地调整策略。“以真心呵护乐
迷真情，用更新颖的营销、更贴近的产
品，来提升中老年观众的观演满足感，才
能真正实现曲终人不散。”华熙集团文体
总经理文雯认为，办演唱会除了要算“经
济账”，更要打好“感情牌”。

“在演出内容上，我们秉持怀旧与跨
代并重的理念。近期，张学友演唱会再次
返场，以其经典的魅力吸引了众多中老年
观众，成为他们重温青春记忆的热门之
选。”文雯透露，接下来，华熙LIVE·鱼洞
将全面启动刀郎演唱会的筹备工作。

文雯表示，鉴于刀郎演唱会观演人
群的特殊性质及大量整改需求，华熙
LIVE·鱼洞场馆在硬件设施上，做了诸
多贴心配置。比如，无障碍通道、无障碍
观演看台、休息区以及带有靠背的座椅
一应俱全，满足不同观众群体尤其年长
观众的需求。

演唱会的风吹到了爸妈这代
情怀类演唱会市场，中老年群体消费潜力巨大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首席记者 韩毅）6月2日，飞猪发
布的《2025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显
示，这个假期，品质旅游需求上扬，
人均旅游消费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
增长，其中包含门票、露营、包车游
等在内的“轻度假”型商品人均消费
同比增长8.8%。

在出游目的地上，上海、北京、
杭州、成都、广州、深圳、南京、重庆、
西安、武汉是今年端午期间国内最
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其中，重庆订
单量同比增幅超过两位数，重庆动
物园、武隆天生三桥风景区、重庆两
江游、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重庆长
江索道等是该平台上的热门景点。
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福建等是重
庆旅游的热门客源地。

此外，新疆北屯、山西晋城、海
南琼中、广东清远、甘肃武威、云南
怒江、山东德州、广西防城港、河南

开封等小众旅游目的地订单量增速
领跑全国。

在出游方式上，三天假期使短
途自驾、周边度假等旅游方式成为
首选。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国内租
车服务的订单量同比增长约30%，
其中乌鲁木齐、成都、三亚、海口、北
京是租车游最热门的目的地。

此外，与三五好友相聚主题乐
园或度假村，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备
受人们喜爱的度假方式。数据显
示，仅端午节当天，飞猪平台上大型
景区与主题乐园门票预订量同比增
长25%，其中“一价全包”、囊括吃
喝玩乐服务的套餐商品预订量同比
大涨超140%。

在出境游方面，日本、韩国、泰
国、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印度尼
西亚则是端午期间最热门的出境游
目的地，“四小时飞行圈”内的旅行
是出境游的主流。

端午假期品质游需求上扬
重庆居国内游目的地TOP10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首席记者 张亦筑）当端午传统佳
节邂逅“六一”童真节日，重庆科技
馆精心打造集传统文化与科学魅力
于一体的主题科普活动，让公众共
品粽香里的文化传承，同赴一场充
满童心的知识之旅。6月2日，记者
从重庆科技馆了解到，端午假期三
天，重庆科技馆共吸引3.5万人次
观众参观体验。

端午假期，重庆科技馆充分利
用科普资源优势，以传统文化为支
撑，科学知识为主导，精心策划了

“粽情端午·龙腾四海·舟竞未来”主
题科普活动，围绕划龙舟、射五毒、
吃粽子等传统习俗，设置了“龙腾盛
典”“粽情嘉年华”“NPC嗨‘六一’”
三个活动板块。

其中，“龙腾盛典”板块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引导亲子家庭共同创
作活动主题曲，并制作不同动力源

的龙舟，学习龙舟比赛规则及其背
后的科学原理，了解端午节龙舟的
由来。“粽情嘉年华”板块以端午节
的传统习俗为背景，带领观众参与
巧辨中药、智射五毒、趣钓粽子等游
戏，深入了解端午文化。“NPC嗨

‘六一’”板块中，哪吒、敖丙、申公豹
等电影角色走进展厅和观众互动，
享受节日乐趣。重庆科技馆微信公
众号还推出了“粽叶里的科学密码”
线上活动，介绍粽叶背后的科学奥
秘，并吸引网友留言互动，分享粽叶
的神奇用途。

值得一提的是，6月1日当天，
重庆科技馆还与四川科技馆线上线
下联动，围绕热门国漫开展了“川渝
联动闹科海·六一童行趣无穷”科学
表演秀。两地小朋友通过线上连线
参与科学问答，探索故事背后的科
学原理，共同度过充满童趣的儿童
节。

传统文化与科学魅力融合
3.5万人次科技馆里过端午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首席记者 韩毅 记者 赵欣）端
午粽香飘，童趣满“六一”。来自重
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消息，
这个假期，“川渝CP”梦幻联动，推
出一系列文旅活动，让游客体验了
一场双城端午狂欢。

6月2日，重庆市川剧艺术中心
依然热闹不减。当天中午，众多戏
迷冒雨赶来，只为一睹“川渝合演折
子戏专场”的别样精彩。这台专场
由重庆市川剧院和成都市川剧研究
院携手打造，来自两家院团的众多
优秀演员们带来各自的拿手好戏，
让戏迷们大呼过瘾。

“作为川渝协同推进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的探索实践，我们两
家川剧院团多次合作，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文化共融写下
了生动注脚。”市川剧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自2024年《川剧保护传承条
例》同步施行以来，两地共同守护巴
蜀文化根脉，川剧是川渝共同的文
化基因，通过合演专场，艺术得到传
承，更在年轻观众心中播撒了文化
自信的种子，各美其美，互通有无，
两地的川剧艺术才能实现共同进
步，川剧在新时代振兴才拥有了坚
实的基础。

川渝两地甜蜜联动，深挖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丰富多样的民
俗活动成为拉动假日旅游市场的新

热点。
2025大足石刻夜龙舟赛总决

赛5月31日至6月1日在香国公园
妙善湖举行，“千年荣昌·龙舟争渡”
端午龙舟赛于5月31日至6月2日
在荣昌濑溪河礼悦东方段—联升桥
河段开赛，“千年古城·天下安居”
2025安居古城非遗龙舟会于5月
31日—6月 1日在安居古城举行
等，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听觉的
盛宴。

此外，在江津塘河镇举行的塘
河流域川渝龙舟文化节、在秀山洪
安边城旅游景区举行的渝湘黔三省
（市）边区龙舟邀请赛暨边区民歌会
等，都为游客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今年端午节，成渝两地的文旅
还远不止龙舟和粽香，其他文旅活
动同样精彩纷呈。重庆各大文博
场馆化身欢乐海洋，从传统手作
到精彩演出，从艾草芬芳到展陈
焕彩……共推出了130余项趣味活
动。其中，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推
出“渝礼相遇：文创设计大赛获奖作
品展”，大渡口区博物馆举行了“我
们的节日·艾叶飘香迎端午”——艾
草花束制作体验活动等。

值得一提的是，端午节与儿童
节邂逅，亲子游是这个假期的一大
热点。我市各大旅游景点都为“亲
子家庭游”提供了好去处，孩子家长
都乐在其中。

“川渝CP”梦幻联动
游客体验双城端午狂欢

6月1日，重庆科技馆，孩子们体验感受各种科技项目实验展示。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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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山东省曲阜市尼山圣
境，视障学生通过触摸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上接1版）
“能在家乡重庆参加这次全国锦标

赛，心情特别激动。一走进赛场，就感受
到家乡观众的热情，这种氛围让我充满
力量。”开幕式后，丁欣怡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看到场边有很多熟悉的面孔，还有
专程来加油的亲友，特别想感谢家乡一

直以来的支持。接下来她会全力以赴完
成每一套动作，在家乡父老面前呈现精
彩的表演。

东道主重庆队本次共派出17名运
动员参赛。重庆队精心编排的全新成套
动作将首次亮相，风格上仍然延续一贯
的现代风，但在编排的创新度、动作的新

颖度以及交换动作的配合度等细节上进
行了全面升级。“2014年起，市体育局与
沙坪坝区一起共建市级优秀运动队，逐
步将艺术体操打造成‘西部领先、全国进
位和重庆辨识度’的优势体育项目，成为
重庆体育一张名片。”重庆市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庆将继续深耕艺

术体操项目发展，抓住连续举办全国赛
事的宝贵机遇，努力为国家艺术体操项
目发展贡献重庆力量。

据悉，本次比赛将从6月2日持续
至8日，6月 2日至4日为各项目资格
赛，6月5日起将陆续展开各项目的决
赛。

（上接1版）

成渝高速改扩建项目
预计7月启动改扩建段施工

5 月 31日，记者在成渝高速公路
改扩建TJ04标项目看到，各项工序有
序推进，多台旋挖机同步施工，桩基施
工、现场改沟工程、涵洞工程等稳步推
进。

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全长
100.2千米（TJ04 标段全长 14.8 千米），
起点为既有成渝高速公路含谷立交，终
点为川渝界桑家坡，是川渝地区综合交
通运输网络中重要的对外联系大通道。
该项目正积极开展资源协调，全面推进
桩基工程及管涵工程，争取6月下旬完
成龙家院子大桥桩基施工，7月启动改
扩建段施工。

云阳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
提前76天完成主体开挖

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核心枢纽工
程——地下厂房主体开挖工作于5月31
日完成，较合同工期提前76天。这也标
志着项目正式告别“挖洞”阶段，全面转
入混凝土浇筑与机电设备安装新阶段。

作为建全抽水蓄能电站的“心脏”，

这座巨型地下厂房总长度177.4米、最
大开挖高度57.3米，体积达21万立方
米，约等于84个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
它将承载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的4台
超大容量抽蓄机组。

云阳建全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后，将
主要承担重庆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
频及紧急备用等任务，成为保障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的巨型“充电宝”。

●2025年张学友

重庆站首场的购票观

众中，40岁以上人群

占比高达49.5%
●2024年刀郎巡

回演唱会观众中，50

岁及以上观演人群占

比高达44.5%
● 2024 年周华

健、刘德华的巡回演唱

会上，50岁及以上观

演人群占比分别达到

20.3%和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