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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元 萌

天台县文化馆舞蹈干部季嘉盈，现为浙
江省舞蹈家协会会员、台州市舞蹈家协会会
员、天台县舞蹈家协会副秘书长。2015年进入
天台县文化馆工作至今，她不仅活跃在各类
群文活动中，还参与编创了多个与天台文化
相关的舞蹈作品。

在舞蹈领域，季嘉盈获奖无数：2013年浙
江省大学生艺术节甲组一等奖、2015年第九
届浙江省排舞大赛金奖、2016年第十届浙江
省排舞大赛新创组金奖、2017年第十一届浙
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排舞大赛青年组金奖、
2019年“戴爱莲杯”全国舞蹈展演“风采之星”

“潜力编导”称号、2019年浙江省群众广场舞
大赛青年组金奖、2021年浙江省第三十一届
群众舞蹈大赛金奖、2021年首届浙江省文化
艺术节暨乡村舞蹈大赛优秀奖等。

除了比赛与创作，她还积极推进全民艺
术普及，为当地的文艺骨干及文艺爱好者提
供专业的舞蹈培训，也将优质的公共文化服
务、优秀的原创文艺作品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潜心创作

季嘉盈从小就开始接触舞蹈，当时只是
出于对舞蹈表演的兴趣。学校里如果有演出，
她就会参加，真正系统学习舞蹈，则是从高中
的时候开始的，以学习民族舞与古典舞为主。

季嘉盈告诉记者，民族舞与古典舞，同属
于中国舞，舞蹈基础训练是一样的，但在技巧
要求、视觉效果、感情基调等方面有所区别。
她说：“基本功很重要，只有基本功练得扎实
了，才能进一步打磨技巧，在舞蹈中融汇自身
的情感表达。”

刚开始学舞蹈的时候，每天都需要练开
肩、下腰、压腿、踢腿等基本功，她觉得很痛很
累，经常哭着坚持，后来慢慢适应了练习的强
度与节奏。

2010年，季嘉盈进入丽水学院舞蹈系就
读，2013年到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进修，主修
舞蹈编导与现代舞。这段进修的经历，为她之
后的舞蹈编创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布置一个编创主
题，让我们开展‘头脑风暴’。”季嘉盈说，“那
段时间，我积累了不少编创技巧与灵感，编创
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

回到家乡工作后，季嘉盈参与编创了不
少以天台文化为主题的舞蹈作品，并多次在
省市级比赛中获得奖项。对她来说，天台当地
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灵感源泉。

曾获 2016年第十届浙江省排舞大赛新
创组金奖的《小济公》，在轻快的音乐里盛装
舞动，以生动的肢体语言演绎出活泼可爱、诙
谐幽默的小济公形象。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台人，我从小就对济
公的故事非常熟悉。但要将大家都耳熟能详
的济公故事、济公形象融入到舞蹈创作中，不
是件容易的事。”季嘉盈说，“《小济公》这个作
品属于排舞形式，动作的编排要符合规定的
脚步，更增加了难度。”

她表示，创作一部舞蹈作品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要先寻找合适的主题、制定大框架、
寻找合适的音乐、根据主题及音乐来编动作，
再经过反复磨合之后，才能完成初稿，在之后
的每一次排练中，都要不断修改细节，精益求
精。一支原创作品，一般前前后后需要打磨一
年时间。

2017年，《小济公》成为全省排舞推广曲
目，天台当地还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万人
小济公”展演。从舞台之上走到群众中间，《小
济公》成为全民都会跳、都爱跳的经典作品。

2019年“戴爱莲杯”全国舞蹈展演上，由
季嘉盈主创的原创排舞《心归》作为浙江省唯
一参演作品，在全国专业舞蹈平台上进行了
展演。

“《心归》是一部能代表我们天台文化形
象的作品。因此，我们还将它带到了 2019年
文化援疆慰问演出的舞台，希望能以艺术为
桥梁，加深新疆人民对天台文化、台州文化的
理解。”季嘉盈说。

舞蹈创作，离不开想象。她参与编创的舞
蹈作品《诗路遐想》，以当代人的视角想象古代
人的生活，重返浙东唐诗之路，在古今碰撞间
展现天台文化之美。作品《诗路天台》，想象一
名诗人游历山海，以舞蹈的形式展现了穿越千
年的文人雅趣。作品《摇摆吧》，则代入了和合
二仙的视角，以舞蹈来传达深厚的和合文化。

舞蹈创作源于生活，也让季嘉盈的生活
更加充实丰富。“去年，我参与创作了《妈妈的
饺饼筒》。它以当地非遗美食为题材，用手绢
一样的布作为道具，讲述的是妈妈给离家在
外的游子做饺饼筒，让他们也能品尝到家乡
的味道。”

自己成为母亲之后，季嘉盈“解锁”了人
生中的新角色，她也希望未来能够创作出更
具生活气息与真情实感的舞蹈作品，能够传
得广、立得住。

用心回馈

工作以来，季嘉盈用心、用艺术回馈社
会，加入了天台县“文艺百师团”，参与线下文
艺展演、文化走亲、教学培训等活动。“我们在
天台范围内走村入户‘送文化’‘种文化’，每
周一村、每村一天进行公益教学，让艺术的种
子遍地开花。”

2021年，台州市农村文化礼堂团队暨“三
团三社”建设成果展演活动在全市进行。季嘉
盈指导的舞蹈《家乡味道》，展现了如今天台
农村文艺蓬勃发展，农村群众文化生活丰富
的良好风貌。

此外，她还负责天台县文化馆少儿舞团
与青年舞蹈团的日常培训工作。目前，少儿舞
团共有近 50名成员，平均年龄在 10岁左右。
青年舞蹈团主要由具备一定基础的舞蹈爱好
者组成。

成立于 2016年的天台县文化馆少儿舞
蹈团，为当地爱好文艺表演的孩子们提供了
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曾多次代表天台县参
加省市级的少儿舞蹈比赛及演出。

2019年夏，季嘉盈带领少儿舞团成员赴
杭州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现场展演
活动。孩子们准备了改编版《小济公》，装扮成
小济公、小花椒、大龙等动漫形象，在长达一
小时的彩车巡游中，让全国人民领略到来自
天台的风雅与童趣。

去年，天台县文化礼堂总部举办了全县
文化礼堂文艺骨干线上培训，15个乡镇（街
道）文化礼堂分部参加培训。本次线上培训采
用视频直播形式，全县文艺骨干 200多人参
加，由季嘉盈进行线上辅导，实时学习舞蹈，
即时纠正动作，现场交流心得。

季嘉盈表示，疫情期间，线下活动举办受
限，通过在线直播授课的方式，能为群众带来
便捷的“云服务”，也拓宽了自己开展舞蹈教
学的渠道。

季嘉盈：心随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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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文旅消费券发放，自建平台“吆喝”
精品线路，县（市、区）联动，景区、酒店、餐饮
多重优惠叠加……为助力文旅行业纾困解
难，5月以来，结合台州文旅行业现状特点，我
市推出多重利好政策。

千万消费券，提振文旅企业信心

“阿姨，从这里下单，两人一共可优惠300
多元。”在台州市假日运通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的一家门店，工作人员正手把手地教两位前
来咨询的老年消费者通过“台州文旅”微信小
程序选择旅游线路。

两人最终选定了热门线路“神仙居-高迁
古民居-天台山大瀑布（琼台仙谷）”，期待着
成团出行，并表示优惠力度“超出预期”。

“首批台州文旅消费券发放后，台州市内
游热了起来，来咨询的消费者明显增多了。不
到一个月时间里，我们线上、线下一共收了

2000多名游客，陆续发团。”该公司总经理徐
民康介绍。

而在此之前，我市的文旅企业几乎处于
停摆状态。

“春节前后，我们组织了几批游客到天台
华顶看雾凇。除此之外，一季度几乎没有发
团，我们和同行都面临着没有营业额、从业人
员流失等困境。”徐民康告诉记者。

为全面助力文旅行业纾困解难，我市以定
向施策的方式发放千万文旅消费券，以“四两
拨千斤”的杠杆效应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其中，
市本级安排500万元文旅消费资金，各县（市、
区）配套跟进，多的如天台1000万元，少的也
有100多万元，形成联动叠加的放大效应。

5月 18日上午，首批台州文旅消费券发
放。截至 6 月 16 日上午 10 点，根据“台州文
旅”微信小程序数据统计，小程序累计点击量
60万人次，成交 6245单，销售额 309.5万元，
预计带动2000多万元的旅游消费，实现了精
准纾困文旅企业的预期目标。

“疫情发生以来，文旅企业面临了前所未
有的艰难处境。”浙江华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春芳告诉记者，“相比营业额的上
涨，这项政策更大的意义是释放出行业利好
的信号，给了我们文旅从业者在逆境中坚守
的信心。”

以优质线路为媒，精准帮扶旅行社

6 月 11 日，天公不作美，小雨伴随着大

风，然而游客的出行热情不减。中国国旅（台
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导游马腾带领一
队游客，登上大陈岛游玩。

马腾一边照顾团里的老人，一边尽量满足
游客要求，帮助他们在风雨中拍出好看的“打
卡照”，忙得一刻也不能分神。直到晚上8点，
他终于得空接受记者采访，声音中没有疲惫，
反而透露着兴奋，“风里雨里，我们一直都在”。

“今年一季度，我一共出团4次。”马腾清
楚地记得这个数据。他看到身边许多同行不
得已转行了，他也曾找过兼职。

文旅消费券的发放，在他看来是“雪中送
炭”，让他和坚守的伙伴一下子从“无事可做”
变得“忙不过来”。

“文旅消费券发放后的第二周，我和其他
导游就分批带了近 400人前往大陈岛旅游。
到了6月1日，我们旅行社全面复工了。”

为了更好地贴近市民的文化旅游消费需
求，今年上半年，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组织专家和从业者，从 100多条旅游线路
中评选出 37条具有台州特色的精品旅游线
路，时间上涵盖了一日游、两日游，景点上串
联了9个县（市、区）的重点旅游景区，方式上
有亲子游、研学游、主题公园游、自驾游等丰
富的主题，直接惠及43家旅行社、105家旅游
景区、25家旅游饭店和等级民宿、40家餐饮
商家。

根据“台州文旅”微信小程序页面数据显
示，“大陈岛甲午岩-一江山岛-乌沙头”是最
受游客青睐的线路。在文旅消费券发放的第
一天，就有 1000余名游客预约了该线路，后

成为首条销售额突破100万元的线路。
“旅行社是文旅行业中的‘齿轮’，导游动

起来了，景区、酒店、餐饮也就盘活了。”市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於云
国介绍，本次旅游消费券旨在精准帮扶旅行
社这一市场主体，着力缓解旅游业保市场主
体、保就业、稳预期的压力。

本次发放的消费券以优质线路产品为切
入点，对下单的市民给予总价 30%的补贴优
惠。这些线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
要素，带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主要乡村旅游
区、等级民宿、餐饮美食、旅游大巴等的消费。

“真正做到让导游有事可做，司机有车可开，
景区、酒店、餐饮等有钱可赚，恢复企业信心
和经营活力。”於云国说。

自建平台，力促旅游消费复苏

打开“台州文旅”微信小程序，亲子游、自
驾游、露营游、研学游、两日游、一日游等分类
栏目十分清晰，“大陈岛甲午岩-一江山岛-乌
沙头”“神仙居-高迁古民居-天台山大瀑布
（琼台仙谷）”“临海羊岩山庄-江南长城-紫阳
古街-灵湖景区”“玉环鸡山岛-温岭龙门沙
滩”“三门蛇蟠岛-潘家小镇-木杓沙滩”“黄岩
布袋山-乌岩头村-金山陵酒厂-九紫溪”“路
桥中央山公园-花木城-十里长街-南浦露营
基地-水心草堂”等精品旅游线路正在热销，
官方补贴少则七八十元，多的达三四百元，产
品价格远低于各大电商平台。

点开其中一条线路，浏览行程以及餐饮、
酒店后，预约出行时间、登记游客姓名、联系方
式，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下单，旅行社工作人
员会及时联系预订人员，核销订单、组团出行。

为了配套文旅消费券的精准高效发放，
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专门搭建了

“台州文旅”微信小程序。
“自搭平台并不容易，我们选择这种创新

的做法，主要是为了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文旅
企业活动推广成本。”於云国介绍，“此外，消
费券的使用在平台上全程可追溯，可有效避
免部分消费者为了‘薅羊毛’恶意批量抢领、
虚假消费等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的现象。”

在发放文旅消费券的同时，我市同步发
布“游省心”平台，包含“好吃”“好宿”“好景”

“好看”“好礼”5大板块的内容。“好吃”板块
可一键直达 46 家美食体验店；“好宿”板块
集合了台州 65 家等级民宿与 32 家星级酒
店，开通了VR看房及导航预约功能；“好景”
板块提供了台州 20家 4A级景区的 720度全
景云游，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各大主要景点
的美景；“好看”是文化板块，涵盖全市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场馆的预约以及相关
文化活动的报名、观看；“好礼”板块展示台
州特色礼品，包括地方特产、旅游商品、非遗
及文创产品等，为游客挑选礼品馈赠亲朋好
友提供参考。

“我们通过精选线路、自搭平台、全程跟
踪、有效监管等举措，把财政资金真正用在保
就业、保市场、保民生上，让财政资金真正惠
及企业、惠及市民群众。”於云国说。

让导游有事可做，司机有车可开，景区、酒店、餐饮有钱可赚——

精准纾困文旅企业，台州这样做

季嘉盈参与创排的舞蹈作品《诗路天台》。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季嘉盈加入了天台县“文艺百师团”。

大陈岛乌沙头 神仙居如意桥 图片由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台州文旅”小程序

共建文化示范区 共享文化幸福感

文化先行文化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