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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27 日
下午，第十二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成都分会场的特别活动
——2023 成都市儿童戏剧教育成果展演暨成都市儿童
戏剧教育座谈会在新声剧场举行。

在成都市儿童戏剧教育成果展演中，天府第七中学
小学部、新都区兴乐路小学、成都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
会的小朋友们先后登场，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表
演。“我最喜欢《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今年 4 岁的杨元
媛在妈妈的陪伴下，走进剧场欣赏表演，“看了袁隆平爷
爷的故事，我以后一定会珍惜粮食，不会随意浪费了。”
天府七中小学部执仁实验剧团的同学们表演的《一粒种
子改变世界》，取材自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故
事。表演采用肢体剧场的形式，引入歌队的元素，对袁
隆平的生平进行蒙太奇式的戏剧化呈现，得到了现场小
朋友的喜爱。另外，木偶剧《瓶子们的麓野历险记》也值
得一提，剧中的木偶从制作到最终呈现，都是由导演带
领15名小朋友及多位社区居民共同完成。

“虽然孩子们的表演可能还有些许稚嫩，但仍旧值
得我们为他们点赞。”儿童戏剧领域专家、中国儿童戏剧
研究会原副会长车尔宁表示，“孩子们用生动的表演和
真挚的情感，为我们演绎了一个个精彩的励志故事，让
我很感动。”

“成都的儿童戏剧教育正在蓬勃开展，无论是学校、
院团还是培训机构，都在全力推动儿童戏剧教育的发
展。”车尔宁表示，成都有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城市文
化，是儿童戏剧教育发展的一片沃土，“相信通过多方努
力，以后成都还将搭建更多的平台，融入更强大的力量，
促进儿童教育发展得越来越好。”

案情：
省略安全告知 玩家摔倒骨折

小吴与朋友在成都某公司购买了一款
“密室逃脱”真人游戏产品，并自选“鬼屋”主
题。在消费当天，由于小吴一行未按预约时
间到场，公司工作人员为节省时间，省略了主
题介绍、安全告知等进场前环节。

游戏过程中，因空间狭小、光线昏暗且被
游戏工作人员追逐，小吴不慎撞墙摔倒致手
肘划伤及胫骨骨折。

事故发生后，该公司垫付了小吴首次就
诊医疗费，但认为小吴受伤系自身对恐怖主
题游戏承受能力估计不足，应自行承担后
果。双方协商不成，小吴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该公司支付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及精神损
害赔偿金等。

法院：
未向消费者进行安全提示 商家有责

锦江法院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起案件中，该公司明知密室内真人游
戏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却忽略事前告知、事中
防范义务，未向消费者小吴进行安全提示并
提供必要护具，应对小吴受伤导致的相应损
失承担一定赔偿责任。经过调解，双方最终
对赔偿方案达成一致，案件圆满化解。

对此，法官提示，“密室逃脱”类游戏安全
隐患众多，如游戏空间狭小密闭，场景装修材
料多为易燃品，求生类、恐怖类主题道具存在
天然危险元素等。且游戏场景与外部隔绝，
若不设置紧急逃生通道或缺乏明显标识，一
旦发生火灾、停电、人员受伤等突发情况，消
费者难以逃生，易导致危险发生。

作为此类游戏经营者，应确保场内消防、
救援等安全设施设备完好，设置两个以上逃
生通道及明显标识，并在消费者进场前进行
必要的安全告知。而作为消费者，在追求快
乐、刺激的同时，应以安全为最大前提，谨慎
选择正规商家，游戏前知晓各类安全设施及
求生通道位置，必要时可佩戴护具，做好自身
安全防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晨迪

玩“密室逃脱”受伤 谁该为意外“买单”？
密室逃脱、剧本杀、桌游等沉浸式实景游戏近年来

在年轻人之间风靡，成为时下社交聚会的热门活动。然
而这类活动也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引发社会担忧。

记者获悉，锦江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典型的“密室逃脱”类游戏经营场所管理责
任纠纷。游戏商家和消费者各自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法院予以了梳理提醒。

“金熊猫大课堂”热闹开课！
首届金熊猫奖现场推介活动在成都举行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小未） 日前，
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成都市投资促进局邀请
粤港澳大湾区十余家知名文旅动漫企业来蓉进行项目
考察，深圳宏博昌荣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携旅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简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陕西绿树
网络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4 家知名文旅企业签约落
户成都天府国际动漫城。

当前，成都着力推进“三城三都”建设，聚焦重点产
业建圈强链，持续壮大文创、旅游、体育、美食、音乐、会
展六大产业，产业总体规模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成为全
市新兴支柱产业和重要经济增长点。2022 年，成都文
创产业增加值 2261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10.9%，全球城
市创新指数居第29位；旅游总收入1814亿元；餐饮销售
收入1445亿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

天府国际动漫城是成都市重点项目，也是西南地区
最大的动漫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85.4 亩，总建筑面积
12.6 万平，集动漫文化创新平台、产业链整合平台于一
体。据了解，2023 年是天府国际动漫城项目“交付招
商年”，天府国际动漫城将继续坚持“产业链主引领、商
业首店集聚、运营精准全面”的理念，持续紧抓1.77万平
产业孵化中心，4.03 万平商业街区，0.84 万平展演中
心、电竞中心，1.49 万平公寓、酒店，多板块多业态招商
落地，致力打造成为开业即火爆的全国首创产商旅无界
融合中心、四川省文化旅游新名片。

随后，四川省驻广州办事处和成都市投促局邀考察
团赴金堂县考察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项目，拟在文化体
育旅游等领域寻求更多深度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动漫企业来蓉考察

4家知名文旅企业签约落户

把励志故事搬上舞台
2023成都市儿童戏剧教育成果展演举行

8月27日下午，“金熊猫大课堂”——
首届金熊猫奖现场推介活动在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举行。大熊猫文化达人、
社交媒体达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代
表齐聚一堂，通过趣味互动、知识问答等
形式多元的活动为广大市民及游客带来

“金熊猫奖”的知识普及，助力即将在蓉盛
大启幕的首届“金熊猫奖”。

记者了解到，金熊猫奖由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
每两年一届，永久落户四川，是以影视为
载体、以大熊猫为文化符号、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主旨的国际传播奖。换
言之，“金熊猫”也是人类多彩文明交流
互鉴的“使者”。首届金熊猫奖评选活动
将于2023年9月19日至20日在成都举
行，设有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四
大单元奖项。

六大互动活动
吸引不少游客参与打卡

当天下午两点半活动正式开始，记者在
“金熊猫乐园”入口处看到，众多市民和外国
友人正排队领取“金熊猫奖”LOGO 定制扇
子，获取“金熊猫奖”相关信息及活动引导信
息。踏入金熊猫乐园后，现场设有金熊猫拍
秒挑战、金熊猫密语问答挑战、金熊猫糖画分
享、金熊猫投篮、金熊猫元素 DIY、“遇见金
熊猫”拍照打卡 6 个丰富多彩的活动，每个关
卡前都有不少游客正在积极地参与互动游戏
通关打卡以获得“金熊猫奖”LOGO 印章，参
与最终巨型“金熊猫奖”盲盒墙抽奖活动。

“今天带着孩子来熊猫基地玩，正好看到
有金熊猫推介的活动，通过趣味的互动游戏让
孩子知道更多关于熊猫的知识，也让我们了解
到了即将在成都举办的金熊猫奖。”外地的游
客方芳表示，通过活动不仅让他们对大熊猫这
一成都城市名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让更多
市民知道了“金熊猫”这一崭新的IP。

来自塔吉克斯坦的茉莉表示，金熊猫的
形象十分可爱，令她印象深刻，“这个熊猫和

我之前见到的熊猫形象不同，金灿灿的特别
闪亮，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也十分期待即将到
来的金熊猫奖，相信到时候来自不同地方的
优秀电影都将聚集在成都。”

“金熊猫”解读
文化达人分享各自观点

“金熊猫是只什么猫？”现场一系列活动、
表演无不向他们传递着“金熊猫”的形象。记
者采访了“熊猫作家”、《熊猫花花》作者蒋林
和川剧达人周正华，他们分享了对“金熊猫”
的解读和认识。

作为大熊猫的家乡人，蒋林近年来坚持

创作以熊猫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传播大熊猫
文化，相继出版了多部熊猫主题图书，被读者
们亲切地称为“熊猫作家”。蒋林直言，“大熊
猫是中国国宝，深受全世界喜欢，希望金熊猫
奖也在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向全世界讲好
中国故事，同时也希望在金熊猫奖中，能够看
到更多熊猫题材的艺术作品，通过优秀的艺
术作品，更好地传播熊猫文化。”

周正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届金熊猫
奖能在自己的家乡成都举行，他感到很高兴，

“我觉得能够把我们本土文化结合到熊猫这一
成都城市IP中，衍生出多元丰富的文化交流、
体验活动，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熊猫作
为成都的一张城市名片，应通过兴趣吸引更多

年轻人的关注，像今天金熊猫的推介活动一
样，家长孩子们到现场切身体验，了解到了熊
猫的魅力，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力。”

据悉，本次推介活动以金熊猫大课堂为
主题，线上线下相结合，聚焦“金熊猫奖”的相
关知识，吸引年轻人参与，以“看完真熊猫，就
看金熊猫”为口号，让大熊猫为“金熊猫奖”传
播引流。据主办方介绍，金熊猫大课堂将“金
熊猫奖”的元素充分融入现场互动之中，将

“金熊猫奖”知识融入现场布置、问题设置内，
推广“金熊猫奖”是什么、干什么，从而吸引大
家对优秀影视作品的关注，形成线下线上全
链条的“金熊猫奖”传播热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星宇 文/图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
霏 主办方供图） 8 月 27 日下午，音乐剧《三
星堆》全国巡演启动仪式在成都高新中演大
剧院举行，明星演员阵容、主视觉海报、概念
宣传片等首次与观众见面。

此前，音乐剧《三星堆》分别在北京和成
都进行了海选，还特别吸引到侯岩松、赵磊、
苏运莹、张可盈、赵越、朱兴东等在业界具有
知名度的演员和音乐人的加盟。现场，演员
们带来了一段气势恢宏的开场表演，当浑厚
有力的歌声响起时，现场观众仿佛穿越到
3000 年前的古蜀国，与神秘的古蜀人展开了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剧《三星堆》的主视
觉海报邀请到当代艺术名家、徐悲鸿之孙徐
骥参与设计。徐骥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绘
画艺术，尤擅油画。在音乐剧《三星堆》主视
觉海报中，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中的面具、

神树、神鸟等经典元素与现代艺术审美融
合，雍容大雅、神奇浪漫。

据介绍，音乐剧《三星堆》讲述了古蜀国

与现代两个不同时空交错进行的故事，特别
邀请到曾荣获 2011 年伦敦西区最佳导演
奖、WhatsOnStage 和 Off-West End 最佳制

作奖，并执导托尼奖史诗音乐剧《泰坦尼克
号》等作品的汤姆·萨瑟兰（Thom Souther-
land)担任导演。此外，舞美设计由伦敦著名
设计师摩根·拉知（Morgan Large）担任，他曾
获2018年英国戏剧奖最佳设计奖和4次奥利
弗奖、参与过《修女也疯狂》《周日恋曲》等多
部著名剧目舞美设计。在这部剧中，摩根·
拉知通过对空间创造性的设计和利用，在演
绎古蜀考古现场的同时，还生动展现了 3000
年前古蜀国的璀璨与辉煌。曾经为《只此青
绿》《永不消逝的电波》《赘婿》等设计服装的
阳东霖也将亲自操刀音乐剧《三星堆》服装设
计，其对古蜀国的神族、人族不同身份的服装
都做了初步研究，力图展现古蜀王朝的文明
之光。

据悉，音乐剧《三星堆》将于今年 10 月
在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预演，随后前往深圳
滨海艺术中心开启全国巡演。

音乐剧《三星堆》全国巡演在蓉启动

游客积极参与游戏通关打卡

音乐剧主创人员与观众见面交流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8 月 27
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Hi我图（Hi Walk Tour）”
成都高新区数字文旅体地图预热发布暨首期路线发布
会在成都高新区图书馆新馆举行。

活动现场，成都高新区发布首期文旅体亲子游路
线，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探索成都高新区文旅特色的新
方式。该线路具体为：成都高新区图书馆新馆——三和
老爷车博物馆——立巢航空博物馆——朵云书院·交子
店——中演大剧院，共包含五个点位，30 组家庭将在现
场感受编程魅力、探索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变迁、体验飞
行乐趣、打卡网红书院、接受钢琴大师的亲临指导。

“文化是城市流量的入口和服务经济的引擎，为进
一步丰富优质文旅体供给，满足市民多元文化需求，
成都高新区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旅游、体育深
度融合，策划开展了‘Hi 我图（Hi Walk Tour）’成都高
新区数字文旅体地图项目。”区教育文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即将上线的数字文旅体地图致力于打
造成都高新区文旅体领域的“米其林指南”。地图将覆
盖该区内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体育场馆等
文旅体资源点位，通过创意策划将分散的文旅体点位连
接起来，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调性，且具有高度互动
性和娱乐性的城市游览体验线路。

届时，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快速查看成都高新区
数字文旅体地图，通过地图导览和 VR 全景浏览，了解
丰富多样的线下活动和惠民措施、线路规划、线路推荐
等信息。市民只需沿着数字文旅体地图推荐的路线，便
可近享一场高品质的家门口的“微旅行”。

“成都高新区数字文旅体地图总体目标是三端激
活。从公众端来说，让市民降低寻找和使用文旅体资源
的成本，享受少花钱、更精彩的高品质文旅体服务；从企
业端来说，助力中小微市场主体借助地图平台梯度培
育、快速孵化；从政府端来说，依托地图平台开展丰富多
样的惠民活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放大器’作用，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使用效益。”区教育文体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文旅体亲子游体验线路来了

市民近享家门口的“微旅行”

孩子们用生动的表演演出了精彩故事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