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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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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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难求！年轻人为何热衷上夜校？

41种药品采购成功 
覆盖多个治疗类别

——第九批国家药品集采看点解读

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11月6日在上海开标，

并产生拟中选结果：41 种药品

采购成功，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

58%。至此，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已经覆盖 374 种药品，为患者减

轻用药负担。

哪些药品采购成功？如何

避免企业“围标”？在第九批国

家组织药品集采开标现场，“新

华视点”记者进行了采访。

采购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第九批国家药品集采共

有 266 个产品中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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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受益面进一步

拓宽。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

长高晓燕说，从早期集采以大品

种为主，到现在逐步覆盖一些临

床应用的“重点周边”用药，集采

正为医疗机构提供更好的用药

选择与规范。

此次集采品种目录中，包含

了用于治疗糖尿病的伏格列波

糖、治疗胃肠道疾病的雷贝拉

唑、降压药乌拉地尔、抗生素阿

奇霉素、糖皮质激素地塞米松磷

酸钠等百姓常用药品。同时也包

括了抗肿瘤用药，如治疗乳腺癌

的氟维司群等，以及 5 种短缺药

品和急抢救药品，如用于抢救休

克的多巴胺注射剂、用于催产的

缩宫素注射剂等。

“从这次集采采购的品种来

看，药品集采覆盖面越来越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药剂科主任卞晓岚说，“这

将更有利于医院用药选择，更多

惠及百姓。”

此次集采品种包括口服常

释剂型、颗粒剂、干混悬剂等多

种剂型，其中注射剂品种占比

较大。

集采规则进一步完善
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共 205 家企业获得拟中选资格，

投标企业拟中选比例约 78%。

此次集采在规则上有一个

显著变化：中选药品采购周期

接近 4 年，为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以来最长的药品采购周期。

“采购周期的延长让医院有

较为稳定的预期，短期内不会更

换厂牌。”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

药商学院教授路云说，这也有利

于企业根据全国使用量等情况，

制定长期发展策略，合理安排生

产周期。

“这次采购周期延长至近 4

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稳定性，

也让企业更有积极性。”多次参

加集采的齐鲁制药销售总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田勇说，这次公司

共有 6 个产品中标，其中 5 个产

品为近一年来新上市，覆盖抗肿

瘤、抗感染等类别。

为防止企业“围标”“串

标”，此次集采首次提出企业

可组成联合体进行申报。路云

说，尽管中选的企业只是关联

企业当中的一家，但是联合体

中的企业都可以供应共享的地

区，对保证临床供应可以发挥

积极作用。

在以往的企业拟中选资格

规则基础上，此次集采进一步

优化创新淘汰机制。“最高单

位可比价/ 最低单位可比价”

计算比值最大的前 4 名和最小

的前 2 名也会被淘汰。专家认

为，这一规则既有效控制了不

同中选企业之间过大的价格差

异，也进一步规范了企业投标

行为。

对临床需求反应及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宇说，最

近自己身边不少朋友感染了带

状疱疹，一些皮肤科医生也反映

近期患者有所增加。在此次集采

中，用于治疗带状疱疹的阿昔洛

韦成功采购。

“这次集采对临床需求做出

及时反应，让老百姓能直接感受

到政策的红利。”姚宇说，第九批

集采继续沿用了“一主双备”供

应模式，即一个主要供应商、两

个备选供应商，保障集采药品供

应，让老百姓能够用得上药、用

得及时。

接下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

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集采产

品的质量监控和供应保障，促进

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和使用中选

产品，确保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

成果。

截至目前，9 批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经覆盖

374 种药品，平均降价超 50%，

药品虚高价格水分被持续挤压，

降价成效正惠及更多患者。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3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

明确，将常态化开展药品和医

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实现国

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达到

450 个。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推进医药集中带量采

购的扩面提质，同时在地方层面

上，也将重点对国家组织集采以

外的化学药、中成药、干扰素以

及神经外科耗材、体外诊断试剂

等开展省际联盟采购。

“预计此次集采结果将于明

年 3 月份实现落地。”首都医科

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

助理蒋昌松说。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