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壹读
2020年4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彭传刚 美编：郭传靖 组版：刘燕

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悦

两大巨头同城竞技
济南人将大饱眼福

开心麻花、德云社，都是国
内喜剧界受到观众认可的当红

“巨头”。
从去年4月传出德云社要来

济南后，外界对于这一消息的关
注度就居高不下。今年4月3日，
山东德云文化广场项目终于拟
定选址，将在山大路与花园路交
叉口的五交化地块，投资27亿
元，建设占地约43亩的城市文化
综合体。

就在此时，“开心麻花”也选
择进军济南演艺市场，将在济南
建设开心麻花山东总部基地，业
务直接覆盖山东、河南两省，核
心项目辐射全国。目前已经就正
在建设的高新区文化中心剧场
达成共识，开设全国第15家“开
心麻花剧场”。

根据该项目公开的发展规
划，开心麻花山东总部计划在济
南运营3至5家剧院，并将其中具
备条件的剧场建设为山东总部
基地的创作排演基地。依托省会
济南区位优势和文化积淀，打造
具有泉城特色的喜剧演艺市场，
未来预计山东总部基地的年度
举办和输出的商业演出总量不
少于500场。

这一数字也意味着未来泉
城市民每天都能看到当红的喜
剧演出。这些大的演艺产业项目
选择济南，对于提振目前的济南
演艺市场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目前，济南的演艺市场以传
统演艺为主，市属院团以公益性
演出为主，在现代演出项目上还
存在一些滞后。在较大的演出场
馆中，济南有省会大剧院、山东
剧院等多家演出场馆，也不乏时
尚现代受欢迎的演出内容，但缺
乏从孵化到人才培训、排练一条
龙式的演出剧场。

在济南的宽厚里、老商埠、
百花洲等街区，也都有演出剧场
存在，但缺乏较有影响力的品
牌，并未形成规模。

看中济南大市场
拉长文化消费链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兼
有德云社与开心麻花两大巨头
的城市除北京外，其他地方落地
固定项目的并不多见，由此可见
济南对这些演艺巨头的吸引力。

其实，演艺巨头来济南这一
现象并非偶然。作为历史文化名
城，历史上济南就是全国闻名的

“曲山艺海”，自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济南的演艺市场就十分红
火，辉煌时期济南的曲艺演出场
所就有几十处，“北京学艺，天津
练活儿，济南踢门槛”是济南曲
艺文化兴盛的真实写照。浓厚的
文化氛围、良好的曲艺基础，让
济南具备了吸引演艺名家到来
的环境。

“看中了济南这个大市场，
对这些文化品牌来讲是难得的
市场机会。”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系教授王晨光表示。

济南市文旅局文化产业处
处长门桂苍也表示：“选择来济

南，主要是济南演艺市场有着巨
大的发展空间，凭借他们自身的
影响力和品牌，能够获得很好的
发展。”

提到引入开心麻花项目，门
桂苍介绍，双方也是在偶然的场
合中遇见，邀请对方来济对市场
进行调研后一拍即合。

演艺公司愿意来济南演出、
投资，就是看中了济南广阔的市
场和深厚的观众基础，“观众需
求很大，有济南人为了看德云社
的相声，利用周末时间专程去北
京。开心麻花也有很多粉丝，利
用粉丝经济，肯定能把市场做
好。另外，济南人的消费习惯也
很好，只是需要更好地引导。”门
桂苍说。

2017年，济南入选国家文化
消费试点城市名单，目前正在争
创国家级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
城市、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根
据济南市文旅局公布的数据，预
计济南市2019年旅游消费总额
将突破 1 3 5 0亿元，同比增长
12％；预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
1亿人次，同比增长8 . 5％。

“济南目前的文艺演出消费
还主要靠中老年一代，我们要引
入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演出元素，
例如喜剧、相声、沉浸式演出剧
场。”门桂苍说，把开心麻花等项
目引过来，也是为了对济南的文
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以舞台剧
的形式再现，讲好济南故事，另
外针对消费市场端尤其是年轻
人，引导正确消费。

文化演出虽然是轻资产，但
它带来的外延消费却很大，能够带
动“吃住行游购娱”的整体市场。

本报济南4月26日讯（记者
刘飞跃） 23日凌晨封闭交

通，陪伴济南人56年的南门桥东
桥正式施工，用时仅3天，26日快
车道具备通行条件，预计27日早
6点正式放开通行。南门桥采用
吊装加顶推技术，把工期由30天
压缩至3天。桥面恢复交通后，进
行桥下面通道的施工，预计5月
22日全面完工，届时环城公园步
道卡脖子的历史将结束。

4月23日凌晨，始建于1964
年的省城南门桥东桥正式施工。
26日下午，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
桥面快车道已经完工，施工人员
正在对人行道的路沿石、花砖以
及检查井进行施工。而在南门桥
西桥，则是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
流。按照工程计划，施工方先行封
闭东桥的桥上道路和桥下人行步
道，将东桥交通导流至西桥，东桥
封闭区域进行桥台抢修、慢行步
道人行箱涵贯通施工。

环城公园步道始建于上世
纪80年代末，限于当时的建造技
术，该处卡脖子点一直没有打
通。当前环城公园慢行步道在南

门桥东桥处不贯通，行人需从东
桥桥台上桥，穿越东桥和西桥桥
上道路至泉城广场东门下桥，影
响观光体验且行人过路对东桥
交通存在干扰，影响车辆通行，
存在安全隐患。

为解决行人过街安全隐患
问题，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改善
行人观光体验，济南市城乡交通
运输局启动环城公园慢行步道
贯通南门桥东桥应急抢修及改
造工程，工程计划5月22日完工。

记者获悉，本工程在进行抢
修加固的同时，将在东桥南北桥
台后新建人行箱涵贯通慢行步
道。工程完工后将大大改善桥上
通行能力及桥下慢行步道通行
环境，保障行人出行安全，提升
泉城城市形象。

济南市交通局四级调研员
历建川介绍，项目建成后，将结
束环城公园慢行步道不贯通的
历史。“行人可以在桥下走，汽车
在桥面上行驶，形成立体交通体
系，行人和机动车之间不再互相
干扰，既保证了行人的安全，又
提高了车辆的通行速度。”

当前，济南正着力打造全域
国际旅游目的地，演艺是济南旅
游目的地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也是一个重要突破口。

“济南正从过境城市向旅游
目的地城市转变，必须增加旅游
产品的规模，强化核心吸引力，
增强城市休闲文化的展示。”山
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国
忠表示。

陈国忠认为，济南市区缺乏
一些现代业态的文化和旅游高
度融合的演艺项目，以及多业态

融合的休闲街区，吸客能力和留
客能力，尤其支持夜经济的核心
带动能力还有待提高，必须加大
自身培养和外部引进，双路并行
的休闲业态和模式。

“客源市场除了回归顾传统
的内容，需要有新奇特的东西，
像开心麻花、德云社本身都自带
流量，已经形成良好的社会关注
度，有忠诚的消费群体，能强化
旅游目的地的打造。”陈国忠说。

“现在我们的旅游项目还是
以本地为主，注入外来品牌会对

当地整体发展有更好的提升。”
王晨光认为，这些自带流量的
演艺品牌选择来到济南，也与
政府出台有效的措施、不断转
变的工作方式有关，吸引了企业
入驻。

今年4月4日，济南市出台
《关于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做大做
强文化产业的若干政策措施》，
提出“列入《济南市新旧动能转
换文化产业专项规划（ 2 0 2 0 -
2022）》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将
自动进入全市文化产业重大项

目统计库。对于特别重大、双招
双引的文化产业项目，采取‘一
事一议’方式确定是否入库”。

据了解，开心麻花项目的引
入即采取了“一事一议”方式。济
南市文旅局文化产业处处长门
桂苍介绍，目前双方处于初步战
略合作阶段，对于项目落地后的
政策支持等将会继续进行研究。

“接下来我们将会根据市场需
求，在避免同质化的前提下，引
进更多国内前沿的剧场演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悦

德云社、开心麻花自带流量
助力济南打造旅游目的地

葛延伸阅读

德云社、开心麻花等演艺巨头纷纷进军泉城的背后

“戏”多不压身，“曲山艺海”欲重现
4月23日，济南市文旅局发布消息称，“开心麻花”品牌正式入驻济南，预计年度商演输出量可达500场。

继备受关注的德云社相关项目要在济南开工后，这是另一个要来到济南演艺市场的“大咖”。这些颇具影响
力的演艺公司纷纷选择来济南扩张版图，是为啥呢？

“19 , 2 0 , 2 1……”“133 , 1 34 ,
135……”在南门桥东桥下，原来
桥墩上都悬挂着一些扑克牌大
小的卡片，上面标记着阿拉伯数
字。而在桥墩的北侧，就是已经
顶推完成的预制箱梁。

为何要在这些石头上做标
记呢？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

工程管理部经理王光文介绍：
“施工完成后，旧有石头还要进
行恢复。所有石头在拆除之前，
都做了标记。每一块恢复的石
头都是原来的石头，力求原汁
原味，统一风格，恢复原貌，不
能说干完后新的是新的，旧的是
旧的。”

桥下石头都有编号，施工完后恢复原位

葛链接

南门

桥下新增箱

涵 ，建 好 后

游客直接从

箱涵通过桥

底 ，不 用 再

绕行桥面。

南门桥下新建人行箱涵通道，预计5月22日完工

环城公园步道不再“卡脖子”

历史上济南就是全国闻名的“曲山艺海”。（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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