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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党课——《信仰的力量》排练

走向旗舰
——广元演艺印象

□付尹

2021年5月的最后一天下午，走进广元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元市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所在的排练厅，来自
广元市国资国企系统的100多名演员正在加紧排练舞台上的党课《信仰的力量》。当天气温最高达到了
34℃，尽管天气炎热，并没有影响演员排练的热情，对台词的对台词，吊嗓子的吊嗓子，练习舞蹈的练习舞
蹈，高声朗诵的高声朗诵……人影如织，音乐起伏，汗珠闪烁，红色旋律回荡在宽阔的大厅，格外不同。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由市国资委推出的舞台上的党课《信仰的力量》，是演艺公司所承担的重头戏。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以演艺公司为主力的市文旅集团党员文艺服务队，把舞台上的党课送到了贵州省10余
所中小学校；在干实事中，把广元大剧院的大舞台无偿借给社区的大爷大妈排练和演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信仰的力量》构思很特别，既通过场景变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又结合
了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宏观与微观结合，大气而又接地气。公司的艺术总监李兴红告
诉笔者，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用舞台艺术讲党史的活动，希望能体现广元演艺界的最高水平。

话里有话，意思是要把这台戏打造成广元市的经典作品。作为广元首批“蜀道英才工程·文化领军人
才”，作为广元著名的川剧变脸艺术家，李兴红是广元市演艺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创建者和开拓者。经过简
短摆谈，笔者发现，朴实外表下的李兴红和他的奋斗伙伴们，还有一个不同凡响的梦，那就是要把广元市演
艺有限责任公司打造成“川陕甘结合部文化企业旗舰”。这个梦能实现吗？更深一步的采访就此开始。

在创新中经营，3年一个跨越，
打造川陕甘结合部文化企业旗舰的
基础得以夯实

演艺公司成立 9年，如果说跨越发展的话，那就是
2018年归属广元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成为全资子公司
后。集团公司给予演艺公司最大的财富就是市场和创
新驱动。演艺公司抓住政策机遇，大胆改革经营方式，
主动出击，不断拓宽市场渠道，3年3大步，迎来了演艺
公司最好的发展期。

从 2012年到 2017年，公司年均营业收入在 200万
元左右。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8万元，收入
增长近 50%。2019年达到 600万元，在疫情突如其来
的 2020年，实现 760万元营业收入，仍然保持着 30%
的增速。

演艺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笔账还真有算头。
李兴红掰开手指一一道来：一是主动融入广元女儿
节、春晚、省运会开幕式等大型文化活动，并担当大
梁。二是将资产利用最大化，老城 7个门面全部出
租，平均年收入 50万元；打造广元大剧院品牌，融演
出、会议、培训、比赛等多元化为一体，不断扩大经营
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年收入稳定在 60万元以上。
三是整合市场资源，主动承接市上各种大型营销活
动、招商引资活动，做大做强广元大剧院品牌，深化文
旅产业融合，成功打造了昭化乐楼项目和大型沉浸式
实景院落剧《葭萌春秋》。四是走出去，不仅组织专题
文艺进本市基层，还深入省外，如贵州、广西防城港等
地。五是创新经营形式，扩大收入，如开展直播带货
业务，仅两个月就创收近30万元。

……
李兴红高兴地告诉笔者，2021年头几个月，公司

的收入还是持续看好。下半年将迎来公司营收的高
峰期，在集团党委的领导下，今年公司有信心完成全
部收入目标。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一个乐楼一部戏，奔走在创造艺术
旗舰的路上

演艺企业靠舞台说话，靠作品说话，生命力还在于
艺术。立足川陕甘结合部，要取得旗舰的地位，就得有
叫得响吃得香能走红的艺术作品。为此，演艺公司做
出了不懈的努力。

2018年来，演艺公司的编导创作人员，精益求精，
推出了曲艺《四川盘子——剑门豆腐》、舞蹈《走雨》《昭
化妹子》《苍山溪水采摘情》、川北灯戏《桔柏渡》等，不
少作品在省上获得了大奖。

但是，这些作品比起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云
南印象》《三亚千古情》等，招牌性不强，影响力不大，震
撼性差，气势不够热烈。新石器文化、蜀道文化、先秦
文化、三国文化、武则天名人文化、红军文化，广元不缺
厚重的历史文化，就缺不鸣则已、一鸣惊天下能展示广
元历史文化风采的艺术作品。

机遇终于来了，市文旅集团联合昭化区政府投入
巨资在昭化古城打造了一个叫昭化西市的集文化、旅
游、餐饮、购物为一体的综合项目。演艺公司的主要任
务就是经营称为演艺中心的乐楼。有了平台，就得有
压轴戏，在集团领导的带领下，演艺公司把目光盯在了
昭化的题材上。昭化是古苴国的都邑，是秦在巴蜀建
的第一个县，叫葭萌，是三国的重镇。于是，一部大型
沉浸式实景院落剧《葭萌春秋》诞生了。

2020年 9月 27日，《葭萌春秋》首演成功。《葭萌春
秋》的艺术特点是，演出无主舞台呈现，以流水线形式
演出，游客可边走边看，游客与演员处于同一场景，感
受故事就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深邃的时空穿越，遥远
的历史呼唤，再加上整场演出利用现代化的声光电技
术，将整个院落打造成如梦如幻般的真实场景，震撼了
观众。在2020年剩下的短短3个月，声名远扬，慕名而
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就是旗舰艺术的魅力。

乐楼要生存下去，不能只靠一台戏，还要靠传统文
化，还要靠不断创新。广元演艺人经营的乐楼，不仅有
大戏，还有传统戏，还有不断出台的新的艺术形式。演
艺公司的艺术总监李兴红表演的川剧变脸，就是乐楼
的脸面戏，场场人气爆满。

演艺公司的演员都记得，在乐楼演出，53岁的李兴
红最高纪录是一天演9场变脸，台上台下，动作敏捷有
力，健步如飞，显示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与坚持。李兴
红这套川剧变脸艺术，按节目主持人李韧的说法，在川
北再无第二。来自南充川剧团的编剧老师李朝玺看了
表演后评价道，李兴红的川剧变脸艺术在川剧界属于
中上水平，难得！

李兴红告诉笔者，川剧只要能传承下去，再苦再累
也值得。每一年，他们都要安排川剧专场，演出川剧胡
琴《阳河堂》、弹戏《拷红》、折子戏《装盒》、经典唱段《沁
园春·雪》、折子戏《三岔口》等。

不断创新，才是艺术的生命力。截至今年 5月，
他们在乐楼推出了新创作编排的各类舞蹈、小品、戏
剧作品 40 余件，其中《鼓舞盛世》《巴蜀古韵》《绣》
《绿色的梦》《为爱出发》《画卷广元》《遇见回水》《花
开又一年》《文旅梦·心飞翔》《猕猴桃熟了》《超越梦
想》等颇受欢迎。

乐楼，已经成为昭化古城乃至广元的网红打卡地。

创建文化企业旗舰，根基在于
德艺双馨

作为规上的国有企业，市演艺公司创办 9年来，除
了划拨的固定资产，所有的费用都要靠自己去挣。从
长期年产值在 200万元上下徘徊，到 2020年的 760万
元，并拥有广元大剧院、昭化乐楼等大型演出平台，这
跨越式的发展，是怎么实现的呢？6月 4日，在昭化乐
楼的现场采访，笔者找到了一个主要答案。

采访李兴红时，他的电话不停响起，不是安排公
司员工在这儿那儿接送签约演员，就是与合作伙伴协
商合作费用分配问题，甚至小到节目单、道具之类的
安排。从李兴红的忙碌中，笔者体会到他们艰苦创业
的那种精神。

为了节约经费，从广元邀请的签约演员，都是公司
职工用私车接送；为了节约，不惜与合作伙伴斤斤计
较；为了节约，节目单只印了 3份……但演艺公司的每
一个人都无怨无悔。

更多的是广元演艺人的牺牲与贡献。李兴红最
近又创造了一个惊喜，那就是他辞去了总经理的职
务，只当艺术总监。15 万元的年薪不要，却乐意 12
万元的报酬。李兴红愿意，因为对艺术的痴迷。他
只想把精力节约出来，用于更多的艺术创作和指
导。这不，当晚的乐楼演出，共 12个节目，李兴红个
人就占了 2个。

新上任的执行董事敬强，原是广元的知名主持
人，辞职在外有了一份更好的收入。可演艺公司需
要他这样的人才，他放弃了在外不菲的收入回到家
乡。由于他的策划、公关、宣传能力，让演艺公司的
知名度不断提升。

演出队的 10几位姑娘，有的还是公司刚成立就进
来的“老革命”，她们拿着3000元左右的工资，为了广元
的演艺事业，为了自己心中的艺术，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没有一人放弃。

与演艺公司签约的社会演员，有不少是国家二级
演员。为了艺术，为了观众，他们拿着一场50元或100
元的报酬，仍然全身心地投入演出。广元市文化艺术
研究院创作部的陆洪涛，在全国的戏剧比赛中拿过二
等奖，多次在省上拿大奖。只要乐楼演出需要，他总是
要上台露一手，让观众见识传统川剧的魅力，当晚一段
《杀奢》就获得满堂喝彩。

回广元的路上，来自南充、阆中川剧团的 3位老师
谈起“守正”的话题。他们认为，创新要以守正为基
础。传统戏剧就是那个味，川剧如果用了交响乐，跳起
芭蕾舞，那还叫川剧吗？他们的意思，保护传统文化，
就要坚持原汁原味。3位老师是有感而发。当晚的乐
楼演出，一共12个节目，川剧、豫剧、二胡、琵琶、杂技、
唢呐等传统艺术节目就有7个。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广元演艺
人在使命和担当中实现了更大的社
会价值

采访中，敬强在介绍公司开拓创新的奋斗路时，反
复强调说，作为国资企业，不仅要出经济效益，更要承
担社会责任。无论哪一个方面，公司上下每一个人都
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话语很朴实，但道出了他们对
事业深厚的责任心。

拿脱贫攻坚来说，演艺公司帮扶的是苍溪月山乡
琳山和土堡两个村，派出帮扶干部 3人，4年投入 8万
元，帮助解决具体问题50余件。作为文艺人，他们不仅
完成了规定动作，而且结合自己的业务，开创了扶贫新
形式。通过线上抖音、微信社群营销的产品宣传方式，
免费协助村合作社推介爱媛橙和耙耙柑以购代捐，点
击量爆棚，很短时间就帮助村里销售一空，帮助村民实
现水果收入近 50万元。那段时间，时任公司总经理的
李兴红电话不断。“我家母猪下了10头小猪！”“今天我
家爱媛橙卖了 2000元！”“我又买了 100只小鸡！”帮扶
村村民把演艺公司的人当作亲人，不论有什么喜事都
会向他们诉说。

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演艺公司一直没闲
着，在线上搞了个“云运会”，即“一分钟跳绳、颠乒乓球
大型公益挑战赛”，比赛内容就是参赛者在家自行用手
机拍摄并发布一分钟跳绳或颠乒乓球抖音视频上传抖
音，组委会根据抖音视频成绩评选优胜者。既锻炼了
身体，还助力了疫情防控，效果出奇地好，这次活动影
响了上万个家庭。

为了防控疫情，帮助更多的人“宅家”不“宅心”，从
“云”上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演艺公司组织力量开展
了“云歌会”活动。公司创作的音乐群口快板剧《打赢
防疫阻击战·守好四川北大门》、歌曲《我不知道你姓
啥》等，录制后在网上播出，深受市民欢迎，其中两部作
品荣获市级优秀奖。

疫情防控期间，不能公开演出，公司营销收入受到
影响。公司拓展了直播带货业务。先后承接了旺苍首
个“国际茶日”、全市食品饮料农产品产销对接会、苍溪
非遗等 10余场直播带货活动，实现营业收入近 30万
元。演艺公司这一转型拓展之路，还被四川卫视《四川
新闻》专题报道。

走向旗舰，此中甘苦只有广元演艺人心中知晓。
欣慰的是，他们驾驭的这艘立足川陕甘结合部的文化
企业旗舰已经启航……

党员文艺服务队走进贵州校园演出剧照

大型沉浸式演艺《葭萌春秋》剧照 演艺公司真情帮扶苍溪琳山村

市演艺公司文旅产业示范基地——昭化乐楼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