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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文件

长文旅〔2025〕9 号

关于区政协第十五届四次会议第 045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王延委员：

您在区政协第十五届四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强化产业布局，

加快建设长宁舞蹈特色文化品牌的建议》提案已收悉，非常感谢

您对长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您的建议对于推动长

宁舞蹈特色文化品牌建设和产业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

局对此高度重视，现结合相关部门会办意见答复如下。

长期以来，长宁区在舞蹈领域持续发力，“十四五”期间重

点打造“长宁舞蹈”舞蹈特色文化品牌，以丰富的舞蹈种类、多

元的推广形式、多层次的培训体系以及跨省域的交流研讨，让舞

蹈成为市民身边触手可及的艺术精品。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延伸工作，主要做法聚焦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引入“荷花奖”，供给优质文化服务。2009 年长宁区

成功引入中国舞蹈“荷花奖”，积极开展专业的展演活动、论坛

活动等，在市民群体中营造出舞蹈艺术氛围；2016 年起“荷花

奖”入驻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连续多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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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奖落户于此，成为了长宁区承办的一项重要文化盛事，该项赛

事把全国最专业、最顶级的舞蹈团、舞蹈作品引入长宁，让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欣赏一流的舞蹈艺术盛宴。

二是聚合赛事资源，扩大群众参与度。一方面，依托国内外

顶级舞蹈资源，推动长宁舞蹈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多年来，长

宁区连续承办八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以中国专业

舞蹈艺术最高成就专家奖的导向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市民

提供高品质舞蹈艺术精品。在每届“荷花奖”评奖展演期间，

不仅发放免费公益票，增强办赛能级和惠民力度，还同步配套举

办一系列舞蹈文化公益活动，包括高峰论坛、中青年舞蹈理论评

论人才研修班、社区讲座、舞蹈公开课、舞蹈沙龙和顶尖舞蹈人

才进校园等，让申城市民尽享舞蹈艺术之美。另一方面，立足区

域性舞蹈赛事，扶持民间舞蹈团队优质成长。长宁区每年与市文

旅局合作举办上海市民舞蹈大赛，并持续多年开展“舞蹈艺术欣

赏季”等品牌活动，打造全民共享舞蹈艺术的平台。此外，上海

市民舞蹈大赛及长三角舞蹈风采展示活动等区域性重大项目，吸

引了全市数千支舞蹈团队在大舞台展示演出，推动了民间舞蹈艺

术的交流与合作。

三是延伸舞蹈阵地，普及推广舞蹈艺术。近年来，长宁区推

出了一系列文化惠民项目，如芭蕾大师公开课、“曼舞长宁”学

生公益专场演出、“舞空间·舞者计划”等，推动舞蹈进商圈、

进社区，真正做到艺术反哺，普惠民众。此外，创新打造了“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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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公益文化品牌，通过讲座、导赏、交流研讨、公开课、工

作坊、开放日等形式，为群众提供兼具持续性、独特性和便利性

的公共文化空间。2019 年 6 月首个“舞空间”公益课堂社区示

范点在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落地，9 月 4 日晚首节公益课堂正

式开课，2020 起定期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开通“舞空间”公益云

课堂，坚持多年结合线上传播特点和居家练习场景，邀请国内外

舞蹈名家制作课程，如青年舞蹈家朱洁静演绎《新生》大受欢迎。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原有工作经验，高度重视长宁舞蹈特色

文化品牌的建设与发展，聚焦业态布局、政策引导、跨界合作等

方面，积极开展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是优化业态布局。抓住城市更新契机，发挥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辐射效应，积极对接发改、规资等相关部门和企业，通过整

合周边空间资源，吸引舞蹈类文化机构和企业入驻，培育舞蹈艺

术演出、青年舞蹈工作坊和舞台舞美创意坊等优质成功，为逐步

形成完整的舞蹈艺术产业链，打造国际一流舞蹈社区、舞蹈艺术

产业集聚区奠定基础。

二是强化政策引导。发挥长宁文化政策在资金、基金方面的

激励引导作用，发现并鼓励高品质的舞蹈艺术企业及优秀舞者落

地长宁、扎根长宁，提升本区域舞蹈行业水平，繁荣当地舞蹈文

化事业。动态调整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细则，着重支持文化

艺术场馆建设、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和特色文化品牌活动、原创精

品内容等区域内文化重点项目。进一步扶持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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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活动，鼓励以文化惠民为基础的文化消费新模式。

三是鼓励跨界合作。持续举办中国“荷花奖”舞剧评奖、上

海市民舞蹈大赛、上海国际芭蕾舞大赛“大师游长宁”系列活动，

积极开展“曼舞长宁”“舞空间”等公益品牌活动，汇聚区域各

类文化场馆、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专业院校等多方力量，擦

亮“长宁舞蹈”文化品牌，提升区域舞蹈艺术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吸引时尚创意等新兴企业与舞蹈艺术机构开展跨界合作，助力相

关文创衍生产品的开发、推广，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多元文化生

活的新追求，提升长宁舞蹈 IP 形象。

四是完善机制建设。2025 年我局将重点落实优质文化资源

直达基层的工作要求，从完善机制建设入手，加强舞蹈团队的繁

荣培育，促进舞蹈资源的基层配送，重视舞蹈活动的宣传推广，

提升舞蹈品牌的影响力度。其一，依托总分馆制团结区、街镇、

社区各级单位，完善舞蹈团队的全流程培育机制，组织优质舞蹈

团队的选树活动，给予其舞台展示、专业指导等激励，确保优质

文艺团队健康有序发展。其二，完善公共文化配送的“点”“配”

“巡”“评”各环节，加强与国际舞蹈中心、两团两校的合作，

引入优质舞蹈师资及活动，加大舞蹈主题项目向基层配送的力度。

其三，借助虹桥文旅荟平台，广泛收集舞蹈主题活动信息线索，

做好宣推媒体与舞蹈项目的资源链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营造

美育氛围。其四，充分挖掘区内舞蹈带教人或市民舞蹈达人，培

养一批舞蹈类的“文化项目主理人”，同时探索建立更多“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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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轨“长宁舞蹈”特色品牌，以人才效应、空间效应带动

品牌效应。

未来，长宁区将在以上工作方向上持续发力，再次感谢您的

宝贵建议，期待您继续关注和支持长宁区舞蹈特色文化品牌的建

设与发展，共同推动长宁区文化艺术事业迈向新高度。

联系人：魏佳妮 公共服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科

联系电话：22051117

联络邮件：weijn@shcn.gov.cn

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5 年 4月 11 日

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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