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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观察

演艺经济在直播间复苏

巾帼行动巾帼行动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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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前沿前沿

■ 左宇坤

世界杯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当然是约上三
五好友，备好烤串啤酒！

万众瞩目的卡塔尔世界杯已鸣锣开赛。这届北
半球冬日里的足球盛会有些特殊，在路边露天喝啤
酒、撸烤串不太现实；在家烤暖气、吃火锅、喝冰饮，
成为不少球迷的新选择。

从球迷和商家平台的分享与相关数据趋势来
看，今年冬季的世界杯表现出不输夏季的消费热度，
也带动各类“看球伴侣”的销量增长。

宅家看球，吃好喝好

“火锅、大闸蟹、啤酒……当然是有啥好吃的来
啥啊，这可是四年一度的大日子！”老球迷詹先生表
示，自己平时对吃喝其实没什么讲究，但看世界杯的
时候还是要有仪式感。

白天的工作让球迷们不可能每晚都亲手烹饪丰
富的菜肴，外卖便成了营造看球氛围的重要助力。
许多外卖餐饮商户在开赛前夕上线了包含啤酒、烧
烤等在内的“世界杯套餐”，为观赛的球迷们带来浓
浓烟火气。

美团数据显示，仅在世界杯开幕当日，全国啤
酒、饮料、零食、水果外卖整体订单环比增长31%，
较去年同期增长27%。

饿了么数据显示，开赛前三天，北京地区夜宵时
间段的酒水外卖订单已环比增长近五成，水果、零食
等订单增幅超过三成，世界杯的到来将带动冬季夜
宵经济全面升温。

虽然由于本届世界杯赛场禁止卖酒，我们难以
在转播中看到饮酒欢庆的场面，但中国消费者对啤
酒的热情依然不减。某外卖平台数据显示，世界杯
开幕式当天，全国啤酒外卖订单环比增长43%，饮
料外卖订单环比增长25%。

零食和水果的消费也迎来了小爆发。在美团平
台上，在世界杯开幕当天，零食外卖订单环比增长

55%，水果环比增长 35%。其中，瓜子环比增长
69%，薯条环比增长62%，花生环比增长35%，坚果
环比增长32%。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烧烤、比萨、啤酒这些传统
的“看球美味”外卖单量显著上升，今年火锅也异军突
起。不但火锅外卖单量明显上涨，开赛前三日，外卖
买电火锅的单量相比去年同期也上涨达到160%，

“吃着火锅看球赛”成为冬季世界杯的一种消费新趋
势。世界杯期间，海底捞推出了“看球菜单”，不仅包
括海底捞夜宵牛蛙锅、热卤四大天王、捞派人气九宫
格等新品，还有现打鲜啤、微醺凤凰单枞等爽口酒水；
叮咚买菜也推出了包含胡椒猪肚鸡锅底和猪肚条的

“梅开二肚”套餐，以海南椰子鸡锅底为主打的“进球
了椰”套餐等，为“世界杯火锅局”添一把火。

购置设备，沉浸观赛

除了满足吃喝的口腹之欲，更充沛的观赛体验
也是球迷们所追求的。大屏幕、投影仪、音箱，穿球
衣、挂旗帜……一系列的装备和布置，让在家看球也
仪式感满满。

家中，一串串世界杯参赛球队的国旗是增强氛
围感的利器。外卖平台数据显示，开赛三天，世界杯
吊旗的销售环比上涨3250%。

“我们从去年开始接世界杯的订单，每个外贸单
子订几万面是正常的，这届世界杯的出货量应该已经
达到了200万面大小旗子。”有义乌彩旗厂商家表示。

不少球迷还早早升级了观赛设备。苏宁易购
《2022双十一家消费趋势报告》显示，世界杯带火了
室内影音娱乐和运动健康设备，8K超高清电视销售
环比增长183%，85英寸以上大屏电视销售增幅最
快，环比增长达228%。

如果没有提前准备也不要紧，方便快捷的投影
仪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开赛前三天，有平台上投影
仪的外卖单量同比上涨达165%；音箱的外卖单量
同比上涨超过100%。

据了解，不少外卖投影仪商家还推出了包安装

和维修服务，“价格和网上差不多，而且下午下单送
到家里，装好晚上就能看球。”

“投影仪确实是非常必要的，有了它，支持的球队输
球了也不会有‘砸电视’的烦恼了。”詹先生也打趣道。

青睐投影仪带来的沉浸式观赛体验的也不仅仅
是中国球迷。谷歌趋势显示，近5年来，投影仪市场
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近两年，中国制造品
牌凭借高性价比和技术的快速提升。

在速卖通平台上，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数据显
示，临近世界杯，近30天国产投影仪在巴西销售额
同比去年增长了250%，在世界杯所在中东地区，国
产投影仪销售额同比上涨120%。

除此之外，诸如沙发、懒人椅、家用制冰机、桌上
足球机等你可能想不到，但绝对用得上的“气氛组”
设备，也为这场冬日的足球盛会添了一把火。

你为世界杯的观赛，购置了什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林志文

“愿粤港澳三地姐妹同胞携手同心，践行‘科技
创新巾帼行动’，写就湾区故事的锦绣华章，共享祖
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11月22日，由全国妇联
主办、广东省妇联承办的2022年“姐妹携手同心 共
建湾区好家园”——粤港澳大湾区妇女融合协同发
展活动在深圳举行。会上，粤港澳大湾区妇女共同
发出倡议：高举旗帜跟党走，做初心使命的坚守者；
立足岗位建新功，做科技强国的奋斗者；凝心聚力优
服务，做科技创新的护航者。

互联互通谱写交流合作新篇章

“姐妹携手同心活动启动以来，广东省妇联、湾
区各级妇女组织与湾区姐妹们，同心同德，出谋献
策，不畏疫情，活动精彩纷呈。”11月22日，广东省
妇联主席许红在致辞中表示。

据了解，“姐妹携手同心 共建湾区好家园”活
动于2020年在广州启动。两年来，大湾区妇女携
手同心谱写了交流合作的精彩篇章。大湾区妇女
互联互动，在湾区城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共迎
香港回归25周年，掀起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热潮；大湾区妇女互融互通，在横琴设
立了澳门妇联广东办事处，建立琴澳亲子活动中
心，成立珠澳家事调解服务中心；位于深圳前海梦
工场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全国巾帼创业
创新基地”累计孵化41家女性创业团队，其中港澳
台女性创业团队20家；大湾区妇女互相支持，发挥
妇女组织的独特优势，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
湾区妇女互相合作，共同研究湾区女科技工作者、
跨境家庭儿童以及湾区妇女现状和诉求，为港澳女
青年提供创新创业云服务平台，举办粤港澳大湾区
女性科技创新大赛等。

续写大湾区巾帼科技创新故事

在活动当天举行的“大湾区，科技创新巾帼在行
动”分享会上，来自广东、香港、澳门的8位优秀女科
技工作者、女企业家代表，围绕科技创新成果、女科
技工作者发展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

深圳市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南方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汪宏在演讲中梳理了有关部门近年来
陆续出台的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她
表示，“要用好女科协的平台，把深圳的女科技工作
者团结起来，一起为深圳、为大湾区、为国家的发展
贡献巾帼智慧、贡献巾帼力量。”

深圳市女创客协会会长、深圳竹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董宁分享了企业在深圳这片创业热土
上的成长过程，以及众多女科技工作者奋进强国路
的故事。她说：“女性可以成为发明家，可以是科研
精兵，也可以是技术大牛。在信息科技与软件领域，
我们也看到了由女性开发的数量众多且用途广泛的
应用程序。女科技工作者以独特视角与思维方式，
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与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长、消化疾病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于君，澳门大学中药质量研究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赵静等嘉宾的分享，既展示
了粤港澳大湾区优秀女科学家、企业家的风采，也为
大家带来了前沿资讯以及思想的盛宴。

活动期间，深圳市妇联同步推出“筑梦大湾区
科创她力量”巾帼科技创新成果展，邀请了30家大湾
区科技创新企业或项目团队参与其中。跟随着深爱

人才馆馆长尹辉的脚步和介绍，一场线上巾帼科技创新成果展让人大开眼
界。只见无人物流机、优视摄影测量系统、水下潜拍无人机、分子态中医药等
高科技产品轮番登场，团队负责人逐一亮相。尹辉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这
片热土上，期待她们在科技创新领域，续写巾帼科技创新的春天的故事。”

活动当天，深圳市妇联与珠海市妇联线上联动，进行了旗帜交接，2023
年活动将在珠海继续举办。广东省妇联表示，要用好“姐妹携手同心 共建
湾区好家园”这个交流合作平台，深入湾区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宣
讲，增进姐妹们的认知认同，带领姐妹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抢抓机遇、乘
势而上，画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的同心圆。

■ 新华社记者 潘晔

上得了“云端”，接得了“地气”。11月22日，小雪时节，南京市首个完
整社区智慧平台——“街坊”小程序上线。搭建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与

“完整社区”试点之上的“街坊”，是南京探索社区数字化治理的最新尝试。
“街坊”面向全市开放，首批上线的20余家餐饮商户主要集中在朝天宫

街道。“我们街区紧挨着素有‘中华第一商圈’美誉的南京新街口商圈，辖内
店铺2760多家，大小各类商户云集。”据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党工委书
记吴杰介绍，“街坊”虽小却“五脏俱全”。目前平台已涵盖本地生活、便民服
务、社区服务、咨询投诉、信息发布、社群互动等多个模块。

从吃一顿汤包、锅贴早餐，到逛古玩市场，再到朝天宫景区里走走看
看……吴杰说，通过“街坊”小程序，市民不仅能在平台上在线选购商品、
参与活动，也能使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报事报修、商户评选、开店直通
车等功能板块，享受一站式生活解决方案。

与其他商业平台不同，“街坊”不收取任何平台费用，是纯公益化的交易
平台。位于南京评事街打钉巷深处的李记清真馆，是当地的老牌锅贴店，也
是此次入驻“街坊”平台的商户，其负责人李永健称，“街坊”不收取平台费是
对商户的极大利好。“这让我们更有底气让利消费者，参与更多线上互动。”

“街坊”平台首批上线了李记锅贴、尹氏汤包、农家小院大锅鱼、缘久缘
米线等餐饮品牌，后期还会丰富产品种类，上线百货、文娱等更多业态产品，
并逐步完善社区治理模块，如商户服务、商户自治、生态营造等。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展完整社区
建设试点。在政策支持下，社区零售市场不断发展，城市中便民生活圈、智
能商业圈、宜居生态圈等多个“圈”、多种便民业态落地生根。零售平台美团
数据显示，自江苏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来，全省入驻美团平台的超市
数量达2万余家，排名位列全国第二。其中，南京市近4000家便民超市在
美团平台产生交易。

作为平台的研发方，南京原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达将“街坊”
比作连接邻里关系以及拉近城市管理者与居民距离的纽带。他表示，在原
有社区生态基础上，通过共享社区周边生活性、服务性资源，以数字化推动
完整社区线下场景功能完善，赋予多方共同参与街区治理的能力，构建起城
市管理者、物业方、经营者以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微生态”体系，激发街区
活力，也提升居民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一袭
古典旗袍，配上复古卷发，林蜜蜜每晚9点准时来到
直播间，只见她稍作调整，挑眉、起范儿，黄梅戏婉转

的唱腔在直播间回荡。
林蜜蜜是北京长乐黄梅戏剧团团长，长乐黄梅戏

剧团是一家扎根北京的民营戏剧团。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由于线下演出一次次被取消，剧团难以为继，林
蜜蜜决定开辟线上直播间，利用第二舞台实现自救。

新舞台带来新机遇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1全国演出市场
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
模与2019年同比降低41.31%。

在疫情冲击下，长乐黄梅戏剧团的日子并不好
过。2020年，剧团几乎没有开展商业演出活动。
2021年，剧团编排的新剧目《清音黄梅——从泥土
到芬芳》上座率不到一半，剧团连成本都没收回来。

眼看剧团一天天走下坡路，林蜜蜜心中焦灼万
分。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试着开通直播，通过聊天、
唱歌来排解情绪，直播结束时，林蜜蜜发现自己居然

获得了几十块钱的打赏收入。她当即打开思路：
“如果把演出也搬到直播间呢？”

林蜜蜜开始在短视频平台试水，先后开了四
个账号，从零起步，学习如何做主播。在直播间，
除了唱黄梅戏，林蜜蜜还唱一些经典老歌，和网友
幽默互动。直播陆续为剧团带来了几十万的线上
观众，网友们把打赏当买票，直播的收入增多，剧
团得以维持运转，演员的工资也有了着落。“现在
我们剧团人气最旺的演员，一个月直播收入也能
顶以前一个月的工资。”她自豪地告诉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

像林蜜蜜这样把线下演出搬上直播间的并

非个例。《2022抖音演艺直播数据报告》显示，过去
一年，包括戏曲、乐器、舞蹈、话剧等艺术门类在内
的演艺类直播在抖音开播超过3200万场，同比增
长95%。

从各路明星、名角，到剧场、院团，越来越多主体
在探索“云演出”“云音乐”“云戏曲”等新形式。中国
演出行业协会8月发布的《网络直播文艺生态报告》
和《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显示，疫情期
间“宅经济”的发展，让直播行业有了爆发式增长。
2021年，我国网络直播行业市场规模达1844.42亿
元。目前，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账号累计近
1.4亿，一年内有过开播行为的活跃账号约1亿个，线
下文艺演出正在直播间这个第二舞台上焕发新生。

新形式收获新观众

如果说林蜜蜜的线上演出是为了拯救剧团，中
央民族乐团的青年扬琴演奏家周婷婷则更希望把
专业的扬琴演出带给音乐厅外的观众。周婷婷与
同伴一同经营短视频账号“扬琴CP”，自今年7月开
播以来，这对组合已经吸引超过10万观众。

“听你们的演奏一下就喜欢上了扬琴的声音，有
种江南烟雨的感觉，太好听了！”评论区时常出现此
类评论，每当多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演出爱上扬琴，周
婷婷的自豪便多了一分。她告诉记者：“在剧院看演
出有场地、价格等多方面的限制，而通过直播间，可
以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扬琴。只有这样，市场才能
扩大，扬琴才有机会传播得更广。”

除了个人账号，剧场也尝试将整台大戏搬进直
播间。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纪念演出季的院庆日
当天，经典剧目《茶馆》首次实现8K录制、高清实时
直播，仅微信视频号、微博、抖音三个平台，单个直播
间的观看量均超过百万人次。

据报道，今年7月，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
的获奖剧目《醒·狮》原计划在成都进行线下演出，
由于疫情原因，演出临时以一元票价转为线上直
播，吸引了超过340万人付费观看。对此，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李彪表示，专业演艺从业者
和文化演出机构的入驻、开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
化普惠，推动了艺术普及的区域平衡。同时，线上
访问的随机性、高覆盖率等特点，可以让演艺类直
播辐射到以往线下演出难以覆盖的群体，为演艺行
业带来新观众。

新业态面临新挑战

新形式催生新业态，直播打赏正在为演艺经济
注入新的生命力。数据显示，近一年，抖音演艺类直
播打赏收入同比增长46%，超过6万名才艺主播实
现月均直播收入过万元。

青年竹笛演奏家谭伟海是一名民乐主播。患有
先天性视觉神经萎缩症的他凭借精湛的竹笛演奏技
艺加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先后登上北京残奥会开、
闭幕式以及广州亚残运会闭幕式等舞台。结婚生子
后，为缓解经济压力，谭伟海开始直播。“这两年，直
播的收入除了每月还房贷，还能有积蓄，我也能在
孩子教育上投入更多了。”面对记者，谭伟海不讳言
直播带来的经济改善，“艺术家也需要吃饭。要做
好音乐，物质是很重要的支持。”

李彪认为，直播打赏已经成为演艺经济的新形
态。和多数知识付费不同，直播打赏是先观看、而
后决定是否付费，这更符合消费者在进行文化消费
时的心态。

近年来，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越来越多用户
愿意自掏腰包为好的内容付费。《中国网络表演（直
播）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曾在直
播场景下有过任意付费（打赏和直播购物）的用户
账号数量累计约3.3亿个。而据艾媒咨询的数据，
目前，中国知识付费用户规模已达5.3亿人。

面对直播打赏的快速发展，李彪认为，有关部
门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平台加强监管职责，主播
精进知识与业务，行业可建立相关数据库，从这四
个方面努力，使整个直播生态更为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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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式便民服务一键式便民服务，，让让““街坊街坊””更亲近更亲近
——南京首个完整社区智慧平台上线

疫情期间“宅经济”的发展，让直播行业有了爆发式增长。2021年，我国网络
直播行业市场规模达1844.42亿元，线下文艺演出正在直播间这个第二舞台上焕
发新生——

冬季里的世界杯带热花式冬季里的世界杯带热花式““看球伴侣看球伴侣””
烤串、火锅、投影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