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是中国校外教育诞生地。

1953年，宋庆龄先生创办的中国福
利会少年宫，是许多上海人难忘的

记忆：无论是勇敢者道路，还是各种

精彩演出，甚至有家庭几代人都曾与
少年宫结缘。然而，60多年来中福会

少年宫场地规模不仅没有增加，反而
越来越小，如今已变成全国一线城

市中建筑面积最小的市级少年宫。
少年宫，会不会变成我们心中

“曾经的温暖”？在昨天下午举行的

分组讨论中，金炜委员特别提到了

他与方玥委员、程蔚蔚委员共同提
交的有关扩大异地选址建设中福会

少年宫新宫的提案，并在现场得到

了许多委员的支持。

“我们调研发现，很多市民多次
通过市民热线反映中福会少年宫‘报

名难’问题，这既是人民群众对优质
资源的信赖与追求，也反映出优质校

外教育供给量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

求。”金炜委员表示，中福会少年宫
代表新中国优质校外教育公共服

务，但面向未来，上海却缺乏一处能
整体呈现国际一流水准、代表城市

先进形象、承载未来创新发展的引
领性、标杆性公共服务示范项目。

这份提案建议，从中福会少年

宫的历史积淀出发，打造一个突破

传统、面向未来的新型青少年公共
文化活动空间。“我们希望能够将新

宫的建设列入本市十四五规划社会
事业重点项目（公益性），使其成为

全球瞩目、中国唯一、上海特色、引
领未来五十年的青少年公共文化校

外教育标杆。”金炜委员说。

“去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
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

主席宋庆龄先生创办儿童教育事业
70周年。宋庆龄先生曾经说过，教育

儿童是一项不可等待的工作。”方玥
委员表示，新宫可以成为全球青少

年优质文化教育品牌的汇聚地、世

界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的主阵地、
青少年科技创新创造实践区以及培

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的
试验田，成为彰显上海国际性大都

市文化软实力的标杆项目和引领中
国校外教育未来发展的示范样本，

“我们今年提出这份提案，就是要使

其成为新时代上海城市形象的‘温
暖名片’和‘人文之窗’。”

在方玥委员看来，不仅是校内
教育，校外教育也可以把“责任感”

“爱国主义”等抽象品质，通过一个
个生动场景，展现在孩子眼前。今年

两会上，有不少委员的提案同样关

注校外教育。方奇钟委员认为，现在
社会、学校、家庭在青少年教育问题

上，功利化倾向严重，中小学语文、
数学、外语培训班铺天盖地，双休日

孩子们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参加各种
课程、兴趣班学习培训，但涉及立德

教育中的爱心、诚信、奉献、责任、创

新、吃苦、担当等教育议题的，少之
又少。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行动起来，

配置有利于青少年教育的设施、设
备及相关教育体系，把我们的孩子

培养成真正的可用之才。
本报记者 方翔 潘高峰 江跃中

政协委员关注申城青少年校外教育话题

不要让少年宫变成“曾经的温暖”

    一组数据很骇人：据上

海市消保委统计，2019年
市 消 保 委 共 受 理 投 诉

201114件，其中教育培训
类投诉10915件，同比上升

55.6%，其中外语培训、技能
培训、课外辅导、幼儿早教

是投诉焦点。
比一堆投诉更骇人的

是受害人损失惨重，维权无
门：自2019年5月起，上海频

频爆出教育培训机构关门

跑路事件，其中韦博英语、
巧恩美语、凯瑞宝贝等集中

关门事件影响广泛。去年12

月，上海3家乐高活动中心

因品牌授权矛盾突然关闭，
而前一个月还在推销课程。

“近期，上海警方破获一起
‘套路跑’式合同诈骗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6名，这个团
伙累计收购上海10余家培

训机构的30余家门店，造成
学员及家长资金损失1000

多万元。”昨天下午市人代
会分组审议时，市人大代表

周伟直言，培训机构的“关
门跑路”已经演变成一个局

部不稳定因素，必须认真加
以研究解决。

培训机构“关门跑路”
现象多发，原因是多方面

的。一是主体责任不到位。

由于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培
训行业发展迅猛，各类机构

数量激增，其中一部分在市
场的野蛮生长中缺乏诚信
意识、缺少自我约束，一切向“钱”

看，以“濒死促销”“帮助孩子弯道
超车”等营销焦虑广告招揽消费

者，有意囤钱捞金，圈钱跑路。二是
经营不善。培训机构大多属于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既有民营企业的
灵活性优势，也有先天不足的自身

劣势。如缺少整体长远发展规划，

不遵循企业发展自然规律，

盲目扩张、战线过长导致资
金链断裂。三是学生家长不

理性消费。由于优质资源不
足、考场竞争激烈，家长心

理焦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赢在起跑线上”，不顾资

质、不惜重金“送钱”上培训

补习班，同时，又贪图“大课
时、大优惠”的折扣，花大钱

囤课时，最终蒙受损失。
2017年至今，上海市政

府先后发布了“一标准两办
法”和“一意见一办法”，将

各类培训全部纳入“大教
育”框架综合治理，明确各

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培训
机构的监管力度。今年1月3

日起，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
范围集中开展营利性培训

机构业务范围专项治理规
范行动。“但这还不够，我对

规范培训市场还有一些想
法。”作为杨浦区市场监管

局局长，长期参与一线管理
的周伟建议，一要加强从业

人员诚信监管。教育培训行
业是个特殊行业，从业人员

应当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感。要利用信用体系的不断

完善，依法对失信企业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实施联合

惩戒，限制从事教育培训行

业。二要加强预付学费管
理，他建议引进第三方机构

代为托管，或引入保险机
制，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三是加强部门协同监管。

建议尽快明确培训机构行业准入、
行政处罚事项、监管事项等方面的

细则，明确不同行业培训机构的边
界区分和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

落实“谁许可、谁监管，谁主管、谁
监管”的要求，杜绝管理盲区，提升

管理实效。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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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打造上海文化新地标
建设江南文化示范区

    市政协
十三届三次
会议上午举
行大会发言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今天上午，市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举行首次大会发言，16位

委员分别围绕经济建设、文化发展、
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加快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教师
队伍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等主题，

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演艺大世界’是上海历史最
悠久、密度最高的剧场群，也是全国

规模最大、国内演出资源最集中的
区域之一。作为文旅商联动发展的

重要引擎，‘演艺大世界’无疑是提
升上海服务能级、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助推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
设的重要载体。”市政协地区政协联

络指导组副组长，黄浦区政协主席、

党组书记左燕说，一年多来，“演艺
大世界”文化品牌效应日益显现。然

而，要进一步擦亮这个品牌,重新绽

放海派魅力，还应进一步强化整体
谋划、协同联动，将其打造成为世界

级演艺集聚区。
左燕委员建议，整合全市演艺

市场资源，促进名家、名团、名剧集

聚,以名剧带动剧场效益,鼓励剧团
名家进行经典剧目的再创作、再演

绎。借助“演艺大世界”舞台,推动
经典剧目、优秀剧团与国际知名经

纪机构、剧场合作，开展海外巡演。

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地方经济
能级。将演艺场所纳入“夜间经济”

总体规划,培育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的夜间演艺项目。鼓励演艺与商旅

融合，发展文创特色餐饮、酒吧、书
店等新兴文化消费业态，增加观剧

消费新IP和文化生活打卡地，让演
艺融入“一站式”购物体验，实现

“来一次、住几晚、看几场”。

引进高水平、高质量的国内外

演出剧目，举办首演、首秀、首映,为
演艺市场注入新活力。利用AR、VR

等现代影像技术，搭建文化资源与
观众之间紧密互动的新载体。

推出文化惠民举措，扩大群众

文化需求。探索更合理的票价机制，
以政府补贴、企业赞助、公益捐赠等

提供票价优惠，让人民群众“进得了
剧场、看得起演出”。
力康生物医疗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长沈钦华介绍，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所属的青

浦、嘉善、吴江地区，是传统意义上

江南水乡的核心区域，示范区内共
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19项,

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我们认为，立足青嘉吴

三地非遗丰富资源, 推动建立示范

区非遗保护协同机制，共同打造江

南文化示范区域，应成为题中应有

之义。”沈钦华委员建议，由示范区
执委会牵头，会同两省一市有关部

门和三区县，共同做好非遗保护和
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 突破行政壁

垒,完善联动机制,进一步构建区域
文化合作的平台载体，形成常态长

效的制度化非遗保护协同机制。建

立示范区一体化的非遗版图, 有助
于三地更好地交流互鉴。

取长补短, 使非遗保护手段更
加多样化，如吴江区积极创建非遗

生态保护区, 以同里古镇及其周边

的村落、湖畔、湿地为核心，保护与
文化遗产相关的自然环境、文化生

态环境，实行整体性保护，形成“古
镇—传统村落—自然生态区”的格

局。建立示范区非遗专家库，树立三
地非遗特色品牌，在“互联网+”时

代，利用数字化、网络、微信、文化云
等平台开展非遗展示和推广服务。

■ 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次大会发言会场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小问题”上两会 邵 宁
    培训机构动不动关门跑路，家

长怎么办？ 滴滴顺风车“复活”，接
下来由谁管？ 新能源车好处多，出

租车司机为何不愿意开？上海冬季

十分寒冷，能否为户外劳动者发放
低温津贴？上海两会期间，本报记者

深入会场， 听到了代表委员们大量
建言和热议，信息量巨大。 其中，有

很多这样的“小问题”，备受关注。

“小问题”进入高大上的两会，

是因为它们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喜

怒哀乐，也关系着城市中各个群体

的幸福感， 折射出民生新痛点，成

为城市治理的新考题。

近年来，上海有不少民生工作

难点、 痛点和堵点得到了解决，但
随着社会的发展，又有很多新的民

生痛点出现了。比如新能源出租车
充电难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的只

是出租车司机，但出租车却事关广

大市民出行，出租车“断粮”跑不

动，大家还打得到车吗？ 又如培训

机构“套路跑”，每一起涉及的人数
尽管有限，但一个孩子背后就是整

个家庭， 这样的恶意圈钱行为，如
果不断复制，那受害的家庭就成几

何级数增加。

这些民生痛点， 解决起来并不

容易，需要多部门协力综合施策，也

成为城市治理的新考题。 就拿有代

表提出地铁新线路站点设立问题来

说吧，需要规划部门、轨交建设单位
与相关区甚至社区，加强沟通、调研

与合作。 还有， 加装电梯新政出台
后，不少代表委员就如何加快推进提

出建议，其中一个问题是开工后的
管线搬迁，居民只能干瞪眼，不知

哪个部门能来帮一把？ 在两会上，

代表委员通过会上审议讨论，以及

提交书面意见和提案，使这些“考

题”能得到有关部门重视，齐心协
力来答题，消除民生新痛点。

这么多“小问题”上两会，有一
点是让人欣喜的，说明当下民情民

意的反映渠道更为畅通了。过去三
年，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人大代

表之家”， 在上海就建成了5000多
个！许多“小问题”的发现与提出，

都得益于这样一种代表与群众沟

通的“线下店”。

期待更多“小问题”上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