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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镌刻下奋斗的足迹；历史，翻开了梦想的新篇。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转瞬便是十年。对于无锡而言，这是加

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十年，是大步流星奔向星辰大海的十年。十年完成一个人的成长，十年见证一个行业的发展，十

年印证一座城市的跨越，这其中有太多的成就令人惊叹、无穷的变化值得记录。

一切宏大叙事，最终归于“人本”坐标。本报自今日起特别推出《我们的非凡十年@无锡》系列报道，以“人物”“故事”为切

口，聚焦十年间有重大变化的行业及新兴产业，选择代表性的人物或团队，讲述发展巨变，反映亲历感受，深度解剖这十年深化

改革、转型升级的不同切面，立体展示新时代“强富美高”新无锡建设的磅礴画卷。

十年前的那个“高考季”，18
岁的杨宽考得不错，成为南京大学
新闻系学子。他从未想到，有一天
自己的名字登报却不是在记者那
一栏，而是成了新闻报道里的主角
——2018年2月2日《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新春走基层”栏目开篇
之作，讲述了他盘活农村闲置老房
和宅基地，打造出宜兴民宿品牌

“龙隐江南”的经历。
杨宽的父母本期望他出国留

学，谁也没想到他会从新闻专业学
子“变身”民宿品牌创立者。如此
跨界，源于杨宽从小喜爱家乡宜兴
的山水田园景致，难忘朴素淳厚的
乡情。大学期间，他在宜兴农村深
入调研，发现老房、宅基地闲置具
有一定普遍性，结合宜兴山水田园
资源大有可为。彼时，云南丽江等
地的民宿经济方兴未艾，这引得他
跃跃欲试。毕业后，他果真拒绝了
出国留学之路，也放弃了电视台的
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启动了自己的

“民宿梦”。
追梦旅程少不了付出，才情思

路十分难得。杨宽先是在深入研
究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开拓性地走
出了“先由当地镇政府、村委会与
村民签协议，他的民宿再与镇政
府、村委会签协议”的新模式；接着
他为村民们打造了一条龙的收益
链，除了房屋和宅基地租金，村民
还可以就地应聘成为民宿员工、营
销宜兴元素的土特产、参与民宿二
次分红。此外，杨宽经常考察学
习，与诸多志同道合的“新农村人”
合作，组团形成宜兴民宿业独有的
竞争优势。

作为新一代企业管理者，杨宽
身上有刚性也不乏温度。在员工
看来，他既能化身说一不二的“霸
气总裁”，纵横捭阖做决断，也能和
员工拉家常，像个“邻家男孩”。最
关键的是，他心系家乡、心系乡
亲。“我是一个从山里走出来的新
型青年农民，我有责任，也有信心
带领这些可爱的父老乡亲共同为
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杨宽多次获
颁荣誉，江苏“最美大学毕业生”

“宜兴市青年五四奖章”……他总
是这样谦逊致谢。新冠疫情发生
以来，他和团队多次向宜兴市慈善
会、宜兴市红十字会以及社区捐赠
抗疫物资和钱款。平时他还热心
参与公益宣讲活动，担任无锡工艺
职业技术学院企业导师，乐于将自
己的经历及心得进行分享。

如今，杨宽管理着诸多饭店、
酒店、地产项目，跨界追梦越做越
红火，但他依然保持着清醒与冷
静。“民宿业发展很快，如果不加强
内部管理、做更能留住客人的产品
业态，就跟不上时代。”他透露，“正
在做资源整合，建立更好的架构，

‘龙隐江南’二期将在今年10月面
世，相比一期会有明显升级。”

（何白）

十年前，无锡大剧院开门
“迎客”。无锡市歌舞剧院的原
创舞剧《绣娘》，作为首个进入大
剧院演出的剧目“好评如潮”，继
而开启了国内外巡演的旅途。
十年来，高口碑的演出、创新的
艺术空间，让市民“有剧可看”的
愿景如虎添翼，这让亲历者葛丹
绮感慨万千。

从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到无
锡市歌舞剧院的管理者，葛丹绮
每天的日常就是围绕着剧场、剧
目、演员转，“我觉得从事文艺工
作的人，大多跟我一样，可以一辈
子为它贡献自己的全部。”葛丹绮
说，十年来，无锡文化演艺市场变
化飞快，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
品，对文艺工作者的挑战也越来
越大。“不管是舞段表演、舞美装
置，还是视觉效果、宣发创意，每
年都会有新的东西。”葛丹绮表
示，对于舞者而言，最为突出的变化
就是“舞台”。葛丹绮当初第一次走
进无锡大剧院，被它震撼住了，“这
样的剧场和舞台给我们提供了很
好的条件，也促使我们要创作出
能与其相配的、更好的作品。”

如今剧场概念早已颠覆了
传统模式，一批“家门口的好去
处”让文化演出触手可及，遍布
全城的演艺新空间将无锡打造
成一个开放式的“大剧场”。葛
丹绮强调，“这种转变，可说是文
化艺术一种突破式的发展。”

“不管是文化艺术节，还是
街边歌手，时常会发现本土优秀
的歌手和舞者，可谓人才辈出。”
喜爱文艺的小秦一年要看超过
50场的剧场演出，她发现无锡有
越来越多的团体和个人，登上了
国内最高的艺术殿堂以及当红

综艺演出。
今年，青年舞蹈演员蒋雨昊

在河南卫视舞蹈综艺《舞千年》中
大放光彩；青年舞剧编导汤成龙
所创作的舞剧作品，连获多次国
际大奖。“这两位青年人才，就是
院团精心培养出来的。”葛丹绮表
示，从最早需要外聘知名舞者、舞
美团队来打造本土剧目，到现在
用自己的创排团队、舞蹈演员挑
大梁，正一步步地提高自身能力。

都说十年来，中国舞剧创作
最突出的亮色，是现实题材作品
精品迭出，叫好又叫座。继去年
《歌唱祖国》讲述无锡籍音乐家
王莘的故事后，今年无锡市歌舞
剧院的原创舞剧《10909》以国之
重器“奋斗者”号为主要创作题
材，大量地运用了高科技手段，
在舞台上展现深海下的故事。

“现实题材剧目更容易让观
众有亲近感。”葛丹绮表示，以前
剧院以年代历史剧为主，题材总
离观众比较远，这两年剧目主题
变化尤为明显，从“历史”直接跨
到了“现实”中。

如今，大家走进剧场的意愿
越发强烈，正是得益于优质剧
目越来越多。无锡大剧院运营
中心总监崔建彬表示，最初10
万市民来到剧场，想看看专业
的文化场馆“长”成什么样。时
至今日，从看热闹到看门道，无
锡观众对于
优秀剧目的
选择，以及
对于古典音
乐的聆听都
有了很大的
变化。

（马晟）

讲述人：
宜兴民宿品牌“龙隐江南”创立者 杨宽

讲述人：
无锡市歌舞剧院院长 葛丹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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