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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无锡演唱会市
场异常火爆，上半年已成
功举办4场，下半年更有7
场已提上日程。当越来越
多的歌迷“为一场演出奔
赴一座城”，演唱会带来的
溢出效应愈发显著，无锡
如何把握这一“富贵”机
遇？

“我没抢到刘若英演
唱会的票。”“我想看萧敬
腾的演唱会，没想到票这
么难抢。”……在无锡各大
社交平台上，演唱会票被

“一秒抢空”成了热议话
题。从 7月的黄丽玲、海
兰阿木，到8月的刘若英、
黄绮珊，再到 9月的萧敬
腾、杜德伟以及11月的任
贤齐，这些歌手的演唱会
门票均受到热烈追捧。“无
锡市民爱听抒情歌曲，情
歌歌手在无锡尤其受欢
迎。”从事演唱会承接工作
十几年的小孙告诉记者，
上半年张靓颖、苏有朋、陶

喆等人的演唱会门票都卖
得不错。

尽管市场需求旺盛，
但无锡的演唱会场馆却
成为市场发展瓶颈。上
海的演出商老陈十几年
前就来无锡发展事业，他
参与举办过张学友、林俊
杰、费玉清等歌手的演唱
会。他告诉记者，无锡新
体育中心的室内场馆是
无锡主要的演唱会举办
地，但场馆座位只有6000
多个，去掉阻碍视线的、
工作人员的座位，能卖门
票的只有5800个，每次演
唱 会 只 能 赚 取 微 薄 利
润。老陈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一场二、三线歌手
的演唱会，落地成本在
500 万元到 700 万元左
右，平均票价要达到1000
元左右才能保本。大部
分演出商来无锡举办演
唱会，往往面临成本回收
压力，影响他们的积极

性。场馆的不足之处也
阻挡了很多热门歌手的
脚步。比如，刘德华、周
杰伦、陈奕迅等人的歌迷
众多，如果演唱会场馆座
位数无法满足歌迷的需
要，歌手们就不愿来开演
唱会。

针对场馆不足的问
题，无锡已采取行动。近
年来，陆续有各类场馆落
地，无锡奥体中心的建设
也备受期待，可容纳1.8万
人的体育馆将为无锡迎来
更多大型、高质量的演唱
会。同时，新体育中心场
馆的改造方案也已提上日
程。

今年1月开业的无锡
网球中心，因为设计独特，
一度成为市民争相“打卡”
的网红地。据悉，该中心
有近 5000个座位。“没有
球赛的时候，我们计划举
行一些演出。”无锡网球中
心的顾铭菲说。

演唱会市场“火热”场馆却不给力

无锡如何接住这笔“富贵”

无锡如何接住“演唱会经
济”带来的“富贵”？业内人士
建议，可以引进一些小型但市
场热门的演出项目，以充分利
用现有中小型场馆。同时，可
以探索演唱会+住宿、演唱会+
旅游等套餐服务，增加消费

点。此外，政府及相关部门还
应加大对演唱会市场的扶持
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
多演出商和歌手来锡举办演
唱会。

（晚报记者 璎珞/文 受访
者供图）

本报讯 外卖配送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怎
么处理，如何选择出最
优路线，快递收件验货
时发现刀具怎么办？
送外卖也是个技术活
儿，近日，无锡市第二
届网约配送员职业技
能竞赛在无锡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举办。来
自各市（县）区选拔的8
支队伍，共24名网约配
送员汇聚一堂，同台竞
技。

在“订单接收与验
视”竞赛环节中，设置
了不少“陷阱”。例
如，订单信息与餐品
不符、在背包中暗藏
一把匕首、在书本中
夹人民币等情况，这
些都需要骑手去检查

发现。
来自江阴步行街

美团站点的“90后”骑
手郝玉杰是本次大赛
的第一名，也是该站
点的一名四星外卖骑
手。他说，平时也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
—— 路 途 中 餐 品 撒
漏、联系不上用户等，
骑手需要找到这些突
发状况的“最优解”。

“如何熟悉路线、检查
菜品，学习送餐技巧，
这些我都特地做了笔
记，时间久了就熟能
生巧了。”

据悉，拿到比赛第
一名的选手，将按程序
申报“无锡市五一劳动
奖章”；拿到第二名和
第三名的选手，市总工

会将授予“无锡市五一
创新能手”荣誉称号。
之后，市总工会还会组
织三名选手参加江苏
省第二届网约配送员
技能竞赛。在江苏省
决赛中，拿到第一名的
选手，将按程序优先推
荐申报“江苏省五一劳
动奖章”；拿到前六名
的选手，经江苏省人社
厅审查核准后，将被授
予“江苏省技术能手”；
江苏省总工会还会授
予他们为“江苏省五一
创新能手”。获得前六
名的选手，江苏省总工
会将分别奖励人民币2
万元、1.2 万元、0.8 万
元、0.5万元、0.3万元和
0.2万元。

（陈怡迪/文、摄）

外卖江湖“刀光剑影”

无锡骑手同台竞技拿出“最优解” 惠山脚下，拥有城市绿
肺和几十年积累的烟火气。
然而，受限于居住环境的局
促与周边配套不足，如何为
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创造更优
质的生活环境成为亟待解决
的问题。近期，惠山街道以
盛岸一村为试点，通过软硬
件的“加减法”，力求实现回
应居民们幸福生活的“原地
升级”。

大树底下的椅子有了座
撑，站起或坐下方便多了；小
区凉亭里有几步台阶，如今
两边也都安装了扶手，借把
力真不错。天气热了，不想
在家烧饭。这对沈英英来说
不是问题。社区食堂里只要
刷个脸，老年人可享用餐七
折优惠，71岁的她一般花10
多元就能吃饱吃好。这里也
是无锡首批实现老年人全城
通吃的老年食堂。

在惠盛路北边，11间门
店正被重新打造。惠山街道
收回了这些出租门店，要把
它们改为居民活动空间。社
居委的楼上也腾出空间，打

造标准化的居家养老服务
站，老人们来这里可以看报、
打牌、唱歌跳舞。服务站还
设置了监控和紧急呼叫设
备，第一时间响应老年人可
能遇到的意外情况。

盛岸一村所在社居委的
党委书记张琦介绍，小区户
籍居民5471人，其中老年居
民约占57%，社区人口和设
施老龄化都比较严重。他们
通过做“加减法”，盘活和调
整小区资源，创造更优质的
生活环境。老人们喜欢在小
区广场上打牌、下棋，他们就
打造亭廊结合的空间供大家
使用。老人有养老需求，今
年梁溪区首家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依托的护理院便在
这里落户。

惠山街道社会事业和便
民服务办公室副主任欧强介
绍，辖区内有不少像盛岸一
村这样的老新村。他们通过
盛岸一村的试点，在微改造
和微调整上取得了一些经
验，将用于今后的老新村改
造工作。 （黄孝萍/文、摄）

微改造加微调整

老新村“适老化”有了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