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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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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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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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难求！年轻人为何热衷上夜校？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第
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
5日在上海开幕。 本届进博会迎
来154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
的来宾。 其中， 能源低碳、 人工
智能等科技前沿类展览专区以及
生活消费类题材展览面积增长
30%， 超过400项新产品 、 新技
术、 新服务集中展示。

本届进博会展览面积约36.7
万平方米， 参展的世界500强和
行业龙头企业数近300家， 均超
过之前历届水平。 国家展有11个
国家首次参展， 34个国家首次线
下参展， 500多家中小企业首次
签约参展。 共设置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 、 汽车展区 、 技术装备展
区、 消费品展区、 医疗器械及医
药保健展区、 服务贸易展区等六

大展区以及创新孵化专区。 全球
十五大整车品牌、 十大工业电气
企业、十大医疗器械企业、三大矿
业巨头、四大粮商、五大船运公司
同时参展， 超过400项新产品、新
技术、新服务迎来集中展示。

本届进博会上， 多种先进医
疗器械 、 创新药 、 能源低碳设
备 、 智能工业装备 、 新能源汽
车、 高科技美妆产品、 高品质食
品等将进行全球首发 、 亚洲首
秀、 中国首展。 例如， 美国医疗
科技企业GE医疗今年将有近30
款融合全球智慧和中国创新智造
的产品， 其中有10款在中国首发
首展， 包括在癌症诊断上可全核
素 精 准 定 量 的 光 谱 数 字 PET/
MR， 可揣在社区医生口袋里的
小型口袋超声Vscan Air。

欧莱雅以 “双展台” 方式，
展出近270款展品， 数量创新高，
首次亮相创新孵化专区。 高通将
呈现5G和人工智能为智能手机、
汽车、 可穿戴设备等各类终端带
来的新体验。 新款氢燃料电池换
热器、 全球首款主动提供动力的
假肢膝关节、 基于分子影像技术
的胰腺癌精准诊治解决方案等将
精彩亮相。

数据显示， 前五届进博会展
示共有超过2000项代表性首发新
产品、 新技术、 新服务， 累计意
向成交额近3500亿美元， 助力稳
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图为在高通
展台， 骁龙8移动平台首发亮相，
视频动捕和面捕功能让虚拟与现
实无缝连接。

本报记者 彭程/摄

超400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集中亮相进博会

� �新华社电 近年来， 湖南省湘
潭市推进家庭医生团队服务工
作， 组建了453支家庭医生团队，
同时构建紧密型医联体 ， 打造
“30分钟医疗圈”， 为群众提供一
体化、 连续性健康服务。

湘潭市五里堆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生熊海波是一名家庭
医生， 他每周都会为辖区内的慢
性病患者提供上门诊疗服务。 他
说： “我服务的很多患者是老年
人， 其中有些老年人患有心血管
疾病， 需要长期用药， 我会定期
上门走访， 为老人做健康监测，
送去药品。”

湘潭市卫健委主任唐文静告
诉记者， 湘潭市组建了 453支家
庭医生团队 ， 每支团队包含全
科医生、护理人员、医疗专家等，

为群众提供一体化、 连续性健康
服务。

“小病找家庭医生， 大病患
者通过家庭医生转诊到上级医
院。 我们通过医联体建设， 帮助
危重患者走 ‘绿色通道’ 转诊，
等患者病情稳定后再转回到基层
医疗机构。” 湘潭市中心医院副
院长吴名星说， 在医联体内， 基
层的检查结果能够通过信息化平
台及时上传到上级医院， 患者不
需要重复检查。

湘潭市卫健委副主任艾 伟
宏介绍 ， 湘潭市探索紧密型医
联体建设， 由湘潭市中心医院牵
头，组建湘潭市城市医疗集团。目
前， 湘潭67家基层医疗机构与二
级以上医院结成了紧密型医联
体。

湖南湘潭打造“30分钟医疗圈”方便群众看病

� 新华社电 安徽七门堰调蓄
灌溉系统、 江苏洪泽古灌区、 山
西霍泉灌溉工程、 湖北崇阳县白
霓古堰近日成功入选2023年 （第
十批）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至此， 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达到34处。

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位于安
徽省舒城县境内， 最 早 创 建 于
西汉 ， 利用湿地形态 ， “串荡
成渠， 连塘为蓄”， 两千多年来
发挥着重要的灌溉 、 防洪、 防
旱作用 ， 目前灌溉农田达20万
亩。

洪泽古灌区位于江苏省淮安
市洪泽区境内， 为蓄水型灌区，
由蓄水、 取水、 输水和排水工程
组成。 自东汉开始， 古人引水灌
溉耕作， 历代建设水利设施， 灌

区延续至今。 目前， 灌区控制灌
溉面积48.13万亩。

霍泉灌溉工程位于山西省洪
洞县， 自唐贞观年间开始便有明
确记载， 至今仍发挥着灌溉、 供
水、 生态、 旅游等功能。 目前，
工程灌溉总面积为10.1万亩。

白霓古堰位于湖北省崇阳县
境内， 包括石枧堰和远陂堰两座
古堰。 文献记载， 古堰最早建于
五代后唐时期， 至今仍发挥着灌
溉、 防洪、 抗旱、 供水等功能，
灌溉面积约3.5万亩。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
2014年设立， 旨在梳理世界灌溉
文明发展脉络、 促进灌溉工程遗
产保护， 总结传统灌溉工程治水
智慧， 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
史经验和启示。

我国新增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走进进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