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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难求！年轻人为何热衷上夜校？

几十万人开抢，夜校“一课难求”

一盏台灯、一块陶片、一把
刻刀，沿着纹样的走势徐徐下
刀，吹开杂屑，一片叶子便呈现
在陶片上了……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每周三晚上都有
一群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篆刻陶
刻。本定于晚上7点钟开始，但
6点半不到，记者就看到陆续有
不少年轻人提前到校练习了。
他们调侃道：“读书时常常‘踩
点’到教室，现在工作了上夜校
恨不得多学一点是一点。”

“我的工作单位就在附近，
下班、上学能实现无缝衔接。”
28岁的白领程琪此前参加过
市民夜校中的街舞课，“今年一

看到新课程的报名信息，我也
推荐给了身边的同事朋友。”

口口相传、社媒传播的助
推下，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吸引
了几十万年轻人报名抢课，可
谓“一课难求”。上海今年推出
了春、秋两季市民艺术夜校的
课程，当下正在进行中的秋季
班以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为总
校，联动设立25个分校和117
个教学点，开设382门课程，共
招收学员9117人。

29岁的篆刻陶刻学员杨
旭，今年是第一次参与艺术夜
校：“平时下班回家经常刷刷手
机时间就溜走了，空虚和浮躁
的情绪随之而来。但在夜校学

篆刻的一个半小时，我能全身
心专注在一件事情里，反而觉
得充实又平静。”

这节篆刻陶刻课程的授课
老师是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吴
宝平，为了降低学习传统技艺
的门槛、提升学员们的兴趣，吴
老师精心安排课程节奏、改进
雕刻工具：“这些雕刻的纹样都
是我找专业的画家朋友设计
的，我特别希望传统文化能以
一种轻巧、亲切的方式让年轻
人得以亲近。”

据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介
绍，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创办于
2016年，聚焦“社会大美育”目
标，通过延时开放、公益性收费

的方式，在晚间时段服务18岁至
55岁人群，以努力满足各年龄层
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

“夜校不只是年轻学员们
单方面从公共文化服务中获
益，其实这是一场‘活起来’的
文化与年轻人精神需求的双向
奔赴。”长宁文化艺术中心艺术
培训部主任刘嘉说，“不少非遗
技艺、传统文化长期以来都在
相对小众的圈子里沉淀，部分
公共文化场馆也缺乏年轻受众
群体的靠近，而夜校无疑是盘
活了这些资源，既让年轻人找
到触及文化艺术的门路，也让
传统手艺人的技艺有了更大的
意义与价值。”

“夜校热”背后是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

据了解，除了上海，目前广
东、浙江等地也涌现出丰富多
样的夜校课程，以及针对年轻
群体的文化活动。“夜校热”背
后的原因值得探究。

——— 渴望成为艺术审美与
精神世界的“富有者”。“夜校”
并非新鲜产物，20世纪80年
代，不少年轻人通过夜校求知
识、学本领，以弥补自身文化知
识的短板。“如今艺术夜校的火
爆回归，则是人们物质生活水
平提升后，对于艺术审美和精
神生活的更高追求。”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金忠明说，
艺术的实质就是生命力量的展
现，青年人生命力量如此旺盛，
他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更胜
往昔，这一需求正好和艺术夜
校的内容价值相对接，“夜校
热”是情之所趋、理所当然的。

———“一杯奶茶钱”让高质
量美育资源触手可及。记者在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的报名界面
看到，课程几乎都是500元12
节课，每节课90分钟。“平均下
来一小时课也就是一杯奶茶
钱，但授课的老师有非遗传承

人、工艺大师、艺术院团专业教
师等，极具性价比。”程琪说，此
前年轻人即使对文化艺术和传
统技艺感兴趣，要么找不到门
路学只能“远观”，要么就几百
上千一节课实在“肉疼”，“但政
府主导释放的美育资源就在

‘楼门口’‘家门口’，触手可及
又质好价优，很难不火”。

——— 焦虑与压力需要一个
“治愈时刻”。“说实在的现在大
家的工作压力都不小，难免会
产生焦虑，很需要一些能让心
灵沉淀下来的事情，在夜校学

艺或许就是一个有效方式。”杨
旭说。

刘嘉认为，当代的年轻人
其实更遵循内心的需求，他们
也真的很懂得学会欣赏艺术之
美。“在社会竞争之下，与紧绷
的职场环境相比，艺术夜校更
能营造出一种轻松、和谐、美好
的氛围，很多年轻人走进夜校
相比学艺，更多的是为了舒展
心灵、释放情感。”

“夜校热”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希望课程的供给未来能
够更加丰富”“不仅是春、秋两
季，我希望夜校能四季常开”

“还想学习更多的本地传统技
艺”……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
了学员们的很多期待，“夜校
热”未来也许会成为一种常态，
这也将考验公共文化服务提供
者的能力与水平。

“市民艺术夜校的火爆和
供不应求，其实是对政府如何

提供更充沛、更高质量的公共
文化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金忠明说，“可以预测到的是，
今后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政
府部门要搭建更好的平台，让
各类主体都能成为艺术课程多
样化的供应商和服务商，使丰
富的都市资源能转化为可为市
民群众所用的美育资源。”

刘嘉认为，资源的扩大与
放开不能“一哄而上”，而是要

在充分结合本地的艺术特色、
整合好各类资源、管理好场地
人员安全的基础上，保证现有
课程水准与质量的同时，不断
注入新的资源供给，“越是高质
量且充分地满足市民群众的艺
术需求，对提升整个社会的文
化自信、文明水平、艺术修养，
越大有裨益”。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方世忠表示，未来将聚焦“社会

大美育”目标，大力推动全城美
育、全民美育、全过程美育、全
年龄段美育，坚持人民城市建
设理念，创新文化民心工程，深
化实施“社会大美育计划”，充
分发挥丰富的专业场馆机构优
势，将更多专业艺术资源转化
为社会美育资源，为市民提供
更多高质量的公共艺术教育。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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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近段时间，上海年轻人“下完
班、上夜校”的夜生活方式在社交媒体中“出圈”。区别
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波夜校潮，这届年轻人热衷的夜校
课程更丰富多元，从非遗技艺到传统手艺，从运动健康
到生活美学，有的课程甚至“60秒内全部抢光”。

看似“无用之用”的课程，为何如此受到身处职场的
年轻人追捧？记者就此走进上海市民夜校，了解其火热
背后的原因。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里的茶艺课。 受访者供图

第九批国家集采药品平均降价58%
涵盖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用药 患者明年3月可用上

新华社上海11月6日电
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6日在上海产生拟中选
结果：41种药品采购成功，拟
中选药品平均降价58%。

此次集采涵盖感染、肿
瘤、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
病、精神疾病等常见病、慢性
病用药，以及急抢救药、短缺
药等重点药品，提高群众获得
感。以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
来那度胺胶囊为例，该药品在

2023年5月专利到期后及时纳
入集采，每粒（25mg）从平均
约200元降至15元，每月可节
约药费3880元左右。

此外，治疗胃肠道疾病的
雷贝拉唑口服常释剂型、艾司
奥美拉唑镁肠溶干混悬剂等3
个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
品价格明显降低。治疗心律
失常的胺碘酮注射剂、用于抢
救休克的多巴胺注射剂、用于
催产的缩宫素注射剂等5种短

缺药品和急抢救药品，通过
“带量”采购方式稳定企业预
期，实现保障供应、合理降价。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共262家企业的382个产
品参与此次集采投标，其中
205家企业的266个产品获得
拟中选资格，包括200家国内
药企的260个产品，5家国际药
企的6个产品，投标企业拟中
选比例约78%，平均每个品种
有6.5家企业拟中选。

该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
来，国家医保局已组织开展九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
374种药品，平均降价超50%。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有
关部门指导各地及中选企业
做好中选结果落地实施工作，
预计2024年3月让全国患者用
上此次集采降价后的中选
产品。

多城市新一轮土拍开启
市场热度小幅提升

我国拟选百个城市
和园区试点碳达峰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国家
发展改革委6日对外发布《国家碳达峰
试点建设方案》。方案明确，在全国范
围内选择100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
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聚焦
破解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
探索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城市
和园区碳达峰路径，为全国提供可操
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方案提出，到2025年，试点范围
内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机制基
本构建，一批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
的创新举措和改革经验初步形成，不
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基础、不同产业
结构的城市和园区碳达峰路径基本清
晰。到2030年，试点城市和园区重点
任务、重大工程、重要改革如期完成，
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机制全面
建立，有关创新举措和改革经验带动
作用明显，对全国实现碳达峰目标发
挥重要支撑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统筹考虑各地
区碳排放总量及增长趋势、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等因素，首批在15个省区开
展碳达峰试点建设，由有关省区发展
改革委提出建议名单，经本地区人民
政府同意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确认。

本报综合消息 据《经济参考报》
11月6日报道，近来，随着相关政策相
继落地，房地产市场预期企稳回升。
同时，多个重点城市启动新一轮土拍，
房企拍地热度有所提升。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土地市场小幅回暖，但整体来
看，市场仍处于低温运行态势，且存在
明显分化。

近期，合肥、济南、北京、上海等重
点城市土拍市场出现回暖迹象。11月
2日，合肥挂牌出让5宗地块，吸金约77
亿元，其中两宗地块溢价率分别达到
44.89%、33.95%。这也是合肥取消土
地竞拍最高限价后的首次拍地。

在取消土拍最高限价后，济南与
合肥一样吸引众房企抢地。10月30
日，济南共出让11宗土地，最终这11宗
地块均成功出让，总成交金额42.7亿
元，其中4宗以溢价成交，7宗底价成
交。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溢价成交地
块中有两地块竞拍轮次超过200轮，其
中，济南彩石片区地块经过241轮竞拍
成交，溢价率达到53.1%。创下济南
2018年以来土地竞价轮次最高纪录。

除了取消土拍最高限价的一些城
市外，部分重点城市市场也悄然升温。
10月31日，在北京位于南四环外的地
铁9号线郭公庄站附近的两宗土地成
功出让，共计收揽土地出让金130.3
亿元。

易居研究院分析师严跃进表示，
此前有消息称，9月底自然资源部已给
各省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发文件，
内容包括建议取消土地拍卖中的地价
限制、建议取消远郊区容积率1.0限制
等。在此背景下，包括济南在内，南
京、苏州、合肥、厦门、成都、青岛等至
少7个热点城市的土拍规则作出调整，
部分待出让地块已不再限制土地上限
价格，重启价高者得规则，促使市场一
定的回暖。他认为，下一步将有更多
城市执行该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