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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在艺术剧院的一间教室

里，国家二级演奏员孙志敏正在指导几

位年幼的小朋友弹奏古筝，优美的旋律

在指间流动、回荡，一旁陪同的家长不

时发出会心的微笑。6岁的张颜在这里

学了一年多古筝弹奏，已达到四级演奏

水平，孩子的妈妈说，艺术剧院办班规

范、专业，老师对孩子认真负责，女儿进

步很快，经常在学校表演中展示才艺。

这是改制后的艺术剧院面向市场

开办艺术培训班出现的喜人场景。年

逾50的孙志敏告诉记者，随着年纪的增

长，上舞台的机会少了，是艺术剧院为

自己提供了发挥专长的平台。现在通

过代课和演出，收入比以前高多了，生

活也越来越充实。

没有了旧体制的羁绊，芜湖市艺术

剧院建立起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以及面

向市场的经营理念，有了更加灵活的自

主权。过去剧院要想引进人才，既要入

编，又要安置，有时引进了也留不住，还

付出了高额的培养成本。

改制后，剧院采取全新的企业用人

制度，针对演员队伍年龄结构偏大，原

有的四大剧团十几年没有进过新人的

现状，从艺术院校招聘了20多名毕业

生，为表演队伍补充“新鲜血液”。围绕

演出项目，艺术剧院还采用“客座”、“短

期签约”、“特聘”等多种灵活方式，吸引

更多优秀艺术人才加盟，汇集起一支有

120名各类专业艺术人才的队伍，演出

阵容更具生机与活力。

在收入分配上，艺术剧院实行基本

工资、绩效工资、奖励工资三级制，一改

过去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的状况。现在，演员少的每月只能拿到

两千多元，多的则可拿到五六千元，真正

体现了多演多得、优演优酬、不演不得。

改革还带来了艺术生产力的大解

放。在艺术产品创作中，芜湖市艺术剧

院围绕主旋律，不断出精品，在不断满足

群众欣赏需要的同时，努力提高艺术水

平和市场竞争力。仅艺术剧院成立第一

年，就创作、新排《东方奇瑞》等歌舞类节

目30余个。 2007年，该院又创作推出反

映芜湖人文历史，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

大型情景系列集锦《鸠兹神韵》，以及舞

蹈《铁画魂》、《镜湖水韵》、《干将莫邪》，歌

曲《皖之风，徽之韵》等系列演出原创作

品50件。新品迭出的芜湖市艺术剧院，

真正走上了一条发展、成功之路。

如今，在改革中崭露头角的芜湖市

艺术剧院又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即

通过建成自有的演出剧场、吸收优秀

艺术人才、引进战略合作者和投资者，

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艺术创新品

牌，努力建成一流的市级专业文艺团

队，成为公益性演出的引领者和市场

化演艺的生力军，让创新创业的活力

尽情迸发。

改制改出新天地
——芜湖市艺术院团改革纪实

从当年四个剧团一年仅演出30余场，

年收入不到 10 万元，资产几乎为“零”，到

现在平均每两天演出一场，年演出收入上

百万元，资产规模1000多万元。文化体制

改革让成立4年半的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

公司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目前集艺术创作、演

出、培训和演艺市场营销为一体的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

司，已转型为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成为进军文化演出市

场的一支阵容强劲的生力军。

任诗芹 沈宫石

6月21日晚，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五楼

的健身房中灯火明亮，刚刚参加完第六届国际徽

商大会开幕式文艺晚会演出的芜湖艺术剧院年

轻的舞蹈演员们，又在简陋的排练房内投入了紧

张的训练，一招一式无不透出青春向上的气息。

23岁的周颖2008年从师范学校舞蹈专业毕业

后，通过考试进入艺术剧院。性格活泼的周颖告

诉记者，若在以前，像她这样学舞蹈的毕业生要

想进入这样的文艺团体非常困难，是改制后的芜

湖艺术剧院给了她展示才华的舞台。

说起转企改制，现为芜湖艺术剧院有限公

司董事长的张承宪不禁感慨万千：当年的芜湖

市4家文艺团体“人员老化、青黄不接、包袱沉

重”，没有一家能够独立演出，一年加起来演出

不到30场次，多少年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剧目。

演职人员收入微薄，无所事事。4家剧团的灯光

音响等演出设备老旧残破，几乎无法使用，改制

时经国资委等部门验审评估，新剧院成了“零资

产”单位。

2006年6月，作为全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城

市之一，芜湖市将原来的市歌舞团、越剧团、黄梅

戏剧团、庐剧团、市演出艺术中心和市剧目创作

研究室6家文化单位，整合成立芜湖市艺术剧院

有限公司，由事业单位改制为国有独资企业。

“最困难的还是人员的身份置换。”张承宪

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召开职工大会表决全员身

份置换方案时，除了几位剧院班子成员，几乎没

有一个人举手，许多人干脆连会都不来参加。

接下来，便是一拨又一拨的上访，联合抵制，甚

至有人拍桌子、摔杯子。“吃惯了‘皇粮’，端着事

业身份，一旦失去了，今后还有没有保障呢？”现

任艺术剧院下设艺术团团长的赵茹说出了当时

大家的困惑。

“改革就是要让职工看到希望和未来，只有改

革才有出路，才能带来活力。”张承宪说，在做好职

工思想工作的同时，从启动改制工作的第一天起，

剧院就紧紧抓住艺术生产不放，在艺术剧院正式

挂牌不久，便创作、排练出《放歌“十一五 魅力新

芜湖》大型歌舞，戏苑芳菲·黄梅戏、越剧优秀传统

剧目集锦，原创儿童剧专场、戏剧小品专场等4台

文艺节目。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也唤起了

演职员工对艺术创作的激情，看到了演出市场的

广阔前景，加深了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

2008年8月，芜湖艺术剧院全员身份置换

方案终于获得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以国有专业

文艺表演院团的面貌踏上新的征程。

文化产品既有商品属性，又有社会

属性和公益性。芜湖市委书记陈树隆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文艺院团改革不是

“甩包袱”，更不是“断粮”。改革的最大

目的就是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

础性作用，激发文艺院团的创新活力，弘

扬主旋律，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实

行院团改革，政府必须给予扶持和投

入。”

为了让改制后的艺术剧院稳步走向

市场，芜湖市委、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为年满50岁或工龄满30年的演职人员

办理提前退休，享受事业单位退休待

遇。通过购买补充养老保险，解决现有

职工与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后的待遇差

别。改企后财政投入不减，只是变过去

的“养人”为采购设备、节目。政府还加

大扶持力度，投入300多万元用于购置

高科技舞台灯光和先进的音响设备及演

出服装等，改善演出装备，让艺术剧院轻

装上阵。

艺术产品创作生产是剧院赖以生存

的基础，改制后的艺术剧院创新思路，不

再“闭门造车”，探索艺术产品生产方式，

把目光投向市场，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剧本，将应征入选的5个儿童剧、3个小

戏剧本，搬上舞台，赢得观众一片喝彩。

此外，剧院在演出运作、市场推广、品牌

经营等方面进行积极摸索，内部分别设

立了艺术表演团、民乐团、舞美工程部、

艺术培训中心、演艺营销部等部门，制定

营销管理及奖励办法，形成面向市场、

“人人营销”的局面，培育艺术市场增长

点。

数据显示，改制后的芜湖艺术剧院

演出场次逐年攀升。新成立的艺术剧院

在没有固定演出场院的情况下，当年就

一举完成演出105场，演出总收入79万

元。 2007年，完成演出132场，总收入

129万元，在全省89家专业文艺团体中

跻身前10位。2008年创下全年演出186

场的历史纪录，收入攀升到231万元，名

列安徽省专业文艺团体第四名。2009

年再创新高，全年演出213场，演出总收

入 234 万元，职工月平均收入达 3120

元。与改革前的2005年相比，艺术剧院

在演出场次、演出收入和演职员月平均

收入上，分别增长了7.1倍、19.5倍和2.6

倍，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与此同时，芜湖艺术剧院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家住芜湖莲塘小区的闻大妈

告诉记者，每年艺术剧院进社区慰问演

出，她场场都看，感觉演员的水平越来越

高，节目越来越新，贴近社区居民，给大

家带来了欢乐。除了每年坚持公益性演

出外，艺术剧院也已从过去只能在家门

口“小打小闹”，到走出去施展“拳脚”。

近年来，艺术剧院演出范围遍及湖北、辽

宁、山东、江苏、江西、四川、上海等省市

以及周边地区，成为皖南乃至华东地区

文化演艺市场很有名气的专业艺术表演

院团。

市场中谋发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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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艺术剧院演员正在演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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