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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上午，市

政协大会文艺组
讨论了一个有意

思的话题：实名制
购票看演出是否

应当推广。

话题始于市

政协委员、上海大

剧院总经理张笑
丁的分享。 去年 9月，大热话剧《德龄与慈禧》

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为打击黄牛，大剧院首次
尝试全场实名购票，人、票、证核验进场观演的

举措。 “七场演出，观众给我们的鼓励非常大，

很多观众买到票第一时间就在我们官微下面

留言，说没想到能用正常价格买到票。 ”

张笑丁说，试水虽然成功，但很多问题还没

解决。 “这次是得到了黄浦公安的大力支持，派

出警力现场维持秩序，如果没有公安的支持，很
可能会有黄牛挑唆观众闹事。 ”张笑丁说，一些

人证不符的情况，也是在公安的帮助下，才得到
妥善解决。因此张笑丁建议，能否在演出管理条

例上做些补充，为实名制购票做些制度安排，虽
然不一定能消灭黄牛，但至少能起到遏制作用，

她也希望能够得到文旅局和行业协会的支持。

巧的是，市政协委员、市文化和旅游局巡

视员王玮也在这个组， 听了张笑丁的建议，他
表达了不同看法。“我拿着一张票，不实名就不

能进场看演出？ 飞机、火车票实名都是有法律
规定的。 如果什么都要求实名制，那么谁来定

哪些需要实名，哪些不需要？ 是不是只有火的
演出才实名？”王玮认为，如果每场演出都实名

化，反而会给观众带来不便，比如一对老夫妻

买了票，临时身体不舒服，想让给别人，难道不
能进场只能退票？

两位委员的观点交锋，火花四溅，各有道
理，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当天参加文艺组

讨论的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也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她认为剧院想法是好的，但还是要更多

地用法治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每次
火爆演出，都要这么多警察盯着看着，社会成

本和行政成本也太高了。 ”

讨论没有达到各方认同的结果， 但本身

就是一次集思广益的过程。 科技高度发达的
今天， 每年两会之所以要安排现场协商议

政， 就是希望通过更多面对面的观点碰撞、

头脑风暴，激荡起智慧的火花，为国家大事

和民生实事思辨建言。 这正是我国政治制度
优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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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组的交锋
◆ 潘高峰

    上海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在全国领先，

能否让学生们将课堂“搬进”美术馆、博物
馆？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市

人大代表朱光建议，中小学生每月可以有半
天、直接进入公共文化空间上“美育课”。

“在法国巴黎卢浮宫、英国伦敦大英博
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经常可以看

到博物馆工作人员或者学校美术老师，带着

孩子们参观并深入讲解每一幅画背后的故
事。上海现有的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善，公共文化空间的工
作人员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可否也让孩子的

美育课搬进公共空间？”

朱光认为，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 GDP发展到一定
程度，或者经济进入平稳发展之际，文化就

成为全民最热衷的需求。全面进入小康社
会，尤其是上海正以每年演出场次逼近东京

之际，大家对美和艺术的渴求会更加强烈而

全面。
与此同时，上海已经率先建成全国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已建成市区两级公共图书馆
23个、街镇图书馆 216个；市区两级文化馆

24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216家；标准化居

村综合文化活动室 5546个；东方社区信息
苑 311个；美术馆 89家；博物馆 131家⋯⋯

因此，她建议，中小学校每个月至少可
以有半天“美育课”，让孩子们走进已经建

成的美好的公共文化空间参观，这里有着
丰富的艺术教育资源，而且无论是名家名

师、专业院团还是少儿教育机构等都乐于
提供这样的服务。“其实，学生到美术馆、博

物馆现场上‘美育课’，只不过是一辆大巴

士的距离。”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对于许多家长来说，一方面希望在学校

内仅仅学好语数外等主课就可以，另外一方
面则在校外帮孩子报了绘画、舞蹈、钢琴等

诸多艺术类兴趣班。在不少政协委员看来，
要推动素质教育，必须摆脱功利性。

美育不完全等于艺术教育
“中小学艺术课程一般包含美术课和音

乐课，相对于语数外主课来说，通常被认为

是副课中的副课，其课时数随着学生年龄的
增长而呈递减态势，到了高中，美术、音乐课

总计只有 1课时。”上海政协委员陈双双表
示，“我在今年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关于

加强中小学生美育教育的建议》，希望上海

在美育教育上有更高追求和目标。”
陈双双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家长

“望子成龙”心切，给孩子从小就报名参加各
类校外培训，虽然很多孩子接受艺术培训，

也未必是真正热爱，只是在家长的坚持督促
下，掌握了这项技能，目标是考级拿证书，

“试想孩子在如此疲惫状态下，如何能真正

感受到艺术之美和身心愉悦？”

在陈双双委员看来，美育是学生全面
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美育并不

完全等同于艺术教育，或者可以说艺术教
育是狭义的美育，“学校德育相关教师和艺

术教师义不容辞要引导和实践美育，学科
教师也要积极开展‘学科美育’，揭示各学

科所蕴含的美，如语文中的散文诗词美、数

学中的理性思想美、外语中的语法修辞美、
理化生中的科学实验美等。所有教师都参

与到美育中，努力培育全面发展、情操高尚
的下一代。”

推动建立对口美育基地
除了陈双双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金江

波也关注到了美育教育的问题。“2018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 8位老
教授回信中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

精神提出殷切期望，强调做好美育工作，要
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

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

心都健康成长。”金江波建议，推动本市中小

学和本市主要艺术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对口
美育基地，形成美育实践网络，实施传承中

华优秀文化艺术和激发创造力的高质量美
育课程。

“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为例，目前已在
上海近三十所全日制中小学实施美育创新

课程。在一定程度内缓解了全日制学校师资

不足和提高美育课程质量的问题，受到了师
生和家长一致的好评。我们希望在政府鼓励

下，能够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此类优质美育
创新课程。”金江波委员认为，美育是最值得

学生反复“刷题”的，在重复和积累中，学生
的审美和创造力会得到提升。

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美育是一项综合
性的工程，它不但包含了教育，还包含了社

会，也包含了家庭，甚至包含了人的一生。我
们期待着委员们的建议，能够让全社会对于

美育教育更加关注，引导孩子们感知美，发
现美，从而走向美好的生活。

本报记者 方翔 潘高峰 江跃中

    日码 1万字，各网站签

约作者几十万人，《甄嬛传》
《延禧攻略》等热播剧都是

根据网络小说改编，但仍有

网络作家感叹网络知识产
权保护“有点难”。昨天下

午，在市第十五届人大三
次会议嘉定代表团联组审

议中，有市人大代表、网络
作家表示，本市知识产权

保护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对
于侵权者的惩罚力度还有

待加强。

市人大代表刘炜表示，
自己每天“码字”近 1万字，

目前签约作者能拿到固定
稿费的有几十万人。“在网

络文学、电子出版以及周边
市场，上海的企业占了

85%以上的市场份额。”
市检察院工作报告中，

2019年上海严惩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批准逮捕 697

人，提起公诉 683人，加强

中外知识产权平等保护，成
果显著。在《流浪地球》等

影视作品侵权案中，被告人
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6个月，并处罚金 50万元，
被告人林某、赖某等人被判

处有期徒刑 2年 10个月到
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7

万元到 2万元不等。“目前

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和他
们受到的惩罚是不对等的，

难以形成有效的威慑力。”
同时，大量盗版网站的

存在，对文学作品、动漫作
品、电影电视剧等知识产

权，造成了极大侵害。“因为
违法成本低廉，今天被打掉

一个盗版网站，仅仅几个小
时，通过更改域名、提取备份数据，就能重设

一模一样的网站，使得盗版网站数量庞大，打
不胜打！”

刘炜还建议，相关部门做好海外知识产
权保护预案，一旦知识产权作品在海外发生

纠纷，就能得到及时的法律保护。
本报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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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美育课只隔了一辆大巴
思想众筹

市人大代表：尝试将课堂“搬进”美术馆、博物馆

市政协委员：用美育涵养青少年“美丽心灵”

这门学科值得孩子反复“刷题”

市
人
大
代
表
建
议
加
强
网
络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人代会开

到今天已近尾
声， 有一个话

题代表们讨论
得很热烈但几

乎没有结论，

那就是教育

“减负”。

两天前旁

听了崇明组的讨论。 本来想听一点轻松的话

题，比如怎么推广崇明老白酒，怎么吸引白
领返乡之类，结果发现他们讨论最热烈的是

“鸡娃”。

人代会真是记者的福地。 一些代表平日

里面对记者三缄其口的话， 在这个场合就敞
开说了。 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 名字就不说

了，他说今年元旦的时候听到一个事：一个家

长向他反映， 孩子被做不完的作业折磨得哭
哭啼啼。原来学校老师误以为元旦放三天，就
放手布置了三天作业。领导说：“真有三天假，

你也布置个一天嘛。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儿

子突然凑上来看，然后他说：“干嘛一天？应该
两天呀。”看来孩子们已经比教育部门的领导

“自觉”了三分之一。

但领导讲的这个“悲剧”不会在团里另一

位代表身上发生，因为他把家长群“屏蔽”了。

“各种布置作业、各种安排活动，太烦了！ ”这

位代表对多做作业、课外培训深恶痛绝。他举
了个例子，他有个同事，以前很爱打扮，现在

有点面容憔悴，一问之下，她给孩子报了 4个
培训班，面膜也不敢买了。 代表的观点是，人

生的路长着呢，何须争一时之短长。

后来我和这位代表聊了聊， 了解到他是
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 他的娃学习特别

自觉，不补课期末考 3个班级第一。 我暗想，

要是我娃也是这种“天使宝”，我也是大公司

高管，我一定也把课外培训好好骂一骂。

相比起来， 今年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的

话我更爱听：“小学 （分数） 没什么用的，考
100分还是 90分没有太大意义。要关注到未

来的成长、身心的健康、创造力的培养。 让孩
子有充足的睡眠，每天上学开开心心，这才是

最重要的。 ” 目前我们家基本就是这么操作
的，虽然心里也没底。

然而今次两会上一位人大代表的话同样刷
了屏：“我是‘快乐教育’的失败者，我儿子到四年

级才缓过来，一直到高中前都是‘追赶者’。 ”

究竟该信哪一位？家长们都在期待答案。

相反的“减负”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