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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艺馆作为

市民艺术夜校的总

校，将与上海的 7 所

高校推出点位或师

资的相关合作，为更

多青年朋友带来更

多的艺术供给。

——市人大代表、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
吴鹏宏

“

”

场所更多元课程更丰富
市民艺术夜校主打的是在

晚间时段针对18-55岁的中青
年群体提供公益性文化艺术普
及课程，从而提升市民大众的文
化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助力城
市文化软实力建设。

“今年3月，2025年市民艺术
夜校春季班即将迎来又一个开班
周期。预计到秋季班时，将达到6
万学员，较去年继续实现倍增计
划。与此同时，市群艺馆作为市
民艺术夜校的总校，还将与上海
的7所高校推出点位或师资的相

关合作，为更多青年朋友带来
更多的艺术供给。”市人大代
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
吴鹏宏带来这一好消息。

据他介绍，本期春季
班的显著特点是教育资
源的持续扩容。通过与
高校合作，不仅能够获得
优质的教学点位，更能充
分利用高校的师资力量。
继去年首次和上海大学开
展点位合作，直接在延长校
区和宝山校区开设了市民
艺术夜校的点位后，今年，

这样的点位合作将继续扩大。
“春季班将分别与同济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
海师范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
海体育大学、上海开放大学7家
高校展开或点位或师资的相关
合作，课程内容包括美术、书法、
音乐、体育、传统文化等30多门
课程。”吴鹏宏表示，之后，还将
筹划如何将市民艺术夜校与上
海开放大学的学分银行系统对
接事宜，希望可以为学员提供灵

活的学习认证机制。“这种创新
性的教育模式，也可以满足不同
学员的个性化需求。”他说。

课程设置上，将从去年的
1072门课程迈向今年的1800门
课程目标，课程数量的进一步提
升也是积极回应和满足市民对
艺术学习的需求。同时，教学点
位的布局也更加科学、便捷，数
量上将从去年底各街镇400个教
学点，到今年计划新增至500个
点位，覆盖范围将延伸至社区、
高校、园区、商场等文旅商体新
空间，让艺术教育真正走进市民
生活，融入市民生活。

吴鹏宏表示，上海市群艺馆
正在构建社会大美育体系，其中
有针对青少年的“周末美育课
堂”“走进艺术之门”“330美育课

堂”，有针对青年人的“上海市民
艺术夜校”，还有针对老年人的

“老年文化艺术大学”等。市民
艺术夜校的创新发展，正在为城
市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通
过整合社会资源、创新教育模
式、扩大服务范围，满足公众对
美育素养提升的追求，对青年人
来说，工作之余通过兴趣爱好、
新手艺、新技能的习得去平衡丰
富生活，这既是打工人自我疗愈
的方式，也是互相交友扩大朋友
圈的途径。

做优做好品牌美誉度
市民艺术夜校采取的公益

性收费方式，既减轻财政支付负
担，又助推“夜经济”发展，为广
大人民群众提供高性价比的教
学课程，有效推动全民美育。为
持续打造全国知名品牌，吴鹏宏
建议，由市文旅局牵头，进一步
做大外延，将“市民艺术夜校”拓
展为“市民夜校”，并通过“三步
走”战略做优做好品牌美誉度。

一是以现有的“市民艺术夜
校”评估体系为样本，邀请广大
市民和夜校学员，以及各行业相
关领域代表、专家加入到评估
组，参与评估打分，建立健全关
于“夜校”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与此同时，通过联合执法，
加强对“野生夜校”的管理和整
治，规范教培市场环境，逐步将

“野生夜校”变为“正规军”，把社
会的多元力量都吸纳到城市的
学习体系之中。

三是通过上海公共文化服
务联席小组等平台，进一步扩容
教学点位、丰富课程内容、做好
资源供给。

“晚上学艺”有了新空间
市民艺术夜校今年持续扩容点位和课程

“白天上
班 、晚 上 学
艺”，正成为当
代年轻人追捧
的生活方式。
除了去市、区、
街镇三级文
化馆上课
外 ，大 学
甚 至 园
区、楼宇、
商场等文
旅商体新
空间也正
在成为“学
艺场所”，
艺术与生活更
为紧密地融合
起来。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近
年，电商的崛起给传统实体经济
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上海两会
召开前夕，市人大代表马炜和任
磊无意中看到了青年报刊发的
《赋能“七浦路”，静安共青团出了
哪些招？》一文，萌发了为上海商
业街区青年从业者发声的念头。

马炜认为，商业街区长期以
来形成的传统经营模式根深蒂
固，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自我革
新。一方面，街区运营方和商家
对于创新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
不敢轻易尝试新的业态、模式和
技术应用；另一方面，外部缺乏
完善的创新孵化机制和资源对
接平台，青年从业者虽富有创新
想法，但缺乏将创意转化为实际
商业价值的资金、技术以及专业
指导等支持，导致创新难以落地
生根，街区难以打造出差异化的
竞争优势以吸引消费者回归。

“青年从业者缺乏系统的专
业技能培训。传统的培训课程往
往与商业街区实际运营所需技能
脱节，无法满足他们应对数字化
转型、个性化服务以及新消费趋
势等新挑战的需求。”马炜认为。

马炜建议，可以依据商业街
区的不同定位、规模以及青年从
业者的经营特点，精准制定扶持
细则。例如，针对青年创业项
目，设立分层级的创业补贴机
制，根据项目的创新性、带动就
业人数以及市场潜力等多维度
指标进行评估，给予不同额度的
启动资金支持。

马炜建议，政府要加大投
入，设立商业街区创新发展专项
资金，搭建创新服务平台。通过
该平台，汇聚高校科研资源、设
计创意团队等，为青年从业者的
创新想法提供从概念构思到商
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降低创新
门槛与成本。此外，鼓励商业街
区运营方与青年从业者深度合
作，共同探索基于本地文化、消
费新趋势的特色街区打造方
案。对于成功打造出具有鲜明
主题、独特体验且能有效拉动消
费的特色街区或创新项目，给予
相应的奖励与宣
传 推 广 支
持，树立标
杆案例，引
导更多街
区和从业
者积极创
新。

激发创新活力
打造特色街区

市人大代表、市群众艺术馆
馆长吴鹏宏。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谷子经济”去年异
军突起，成为年轻人中的最爱。
作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艺术
总监、导演，市政协委员速达也关
注到了这一新兴文化，今年两会
上，她提出了加快打造“美影618”
国际动漫文旅时尚高地的提案。

“谷子”是英语“Goods”的谐
音，泛指动画、漫画、游戏等版权
作品的衍生品。速达发现，“谷
子经济”吸引到很多年轻消费群
体打卡上海。2024年，上海静安
大悦城、百联ZX、美罗城等商城
成为上海乃至国内众多游客二
次元线下打卡的“圣地”。

“我们美影厂在静安区，拥
有‘谷子经济’的先发优势。”速
达表示，拥有68年悠久历史的美
影厂，位于静安区万航渡路618
号，是中国美术片的发祥地，创
造了大闹天宫、葫芦兄弟、黑猫
警长等经典作品，并在国际上享
有“中国动画学派”的美誉，也赢
得无数粉丝的敬意和喜爱。

“如何利用好当下火热的‘谷
子经济’，并发挥美影厂创意潮流
汇聚地的龙头作用，弘扬传统文
化、引领潮流文化，打造具有中国
特色的文化旅游时尚高地，这是
上海文旅发展新的契机，同时也
具有非常高的文化意义、情感意

义和商业意义。”速达表示。
速达建议，重新定位静安区

曹家渡街区发展方向，打造以美
影为中心的上海动漫文旅时尚高
地，运用美影厂巨大的文化影响
力与IP资源，引入动漫主题类的
电影院、剧院、餐厅、酒店、超市乃
至教育机构入驻街区，积极引导
动画电影首映式、动漫授权产品
首发仪式、动漫企业新闻发布会、
电子竞技比赛、动漫作品展览与
签售、动漫粉丝见面会、cosplay
等各类活动在这里举行，打造中
国动漫聚集地与文化高地。

速达表示，上海“谷子经济”
有先发优势，建议在招商政策上
适度倾斜，吸引潮玩、文创相关
企业入驻静安，引导原有商场和
商圈的经营方认识“谷子经济”
的发展优势。结合城市更新和
美丽街区建设，打造万航渡路美
影周边个性鲜明、有IP想象空间
的“谷子街区”，营造独特的动漫
艺术社区氛围。

市政协委员，上海美影厂艺
术总监、导演速达。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如此火爆的“谷子经济”，上美影怎能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