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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众筹

两会影话

如何让更多年轻家庭愿意生娃、养得好娃？代表委员建议

降低三育成本 开发友好岗位

光影美术课、口琴课、水彩画

课……每每市民艺术夜校开课，短

短几分钟内名额就被一抢而空。在

今年上海两会上，市人大代表，上海

市群众艺术馆（市非遗保护中心）党

总支书记、馆长吴鹏宏称，2025年，

市民夜校将迎来扩容，不仅点位数

将增多，课程设置也将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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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宏表示。记者获悉，今

年3月，春季班将迎来又一个开班

周期。预计到秋季班时，学员总数

将达6万人次。市群艺馆作为市民

艺术夜校的总校，还将与申城7所

高校推出点位或师资的相关合作，

为青年朋友带来更多艺术供给。

“截至2024年底，市民艺术夜

校在全市的教学点位已达到400个，

覆盖16个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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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鹏宏透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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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表示，春季班会

扩充适合中老年群体的教学课程。

“学员的主力军已迎来了‘90后’，他

们更喜爱生活时尚类和技能类的课

程，今年的课程也会有所体现。”

“去年秋季班时，瞬间报名达

90万人次，而招生学员数仅2.5

万。”在吴鹏宏看来，市民艺术夜校

名额“秒光”是城市文明进步和学习

型城市发展的体现。吴鹏宏指出，

除了市群艺馆举办的市民艺术夜校

外，还有团市委组织开展的“青年夜

校”、由上海市总工会组织开展的

“公益乐学”，以及社会上各类培训

机构，或以主理人形式组织开展的

“夜校”。“当前，各系统联动不够紧

密，条线都是各成体系，教学水平参

差不齐，对广大市民而言易造成混

淆。”他说，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野

生夜校不务正“夜”，充斥着种种套

路和乱象，均存在监管盲区。

如何更良性地推进夜校发展？

今年两会，吴鹏宏带来了《建立健全

“市民夜校”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

建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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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评估体系为样本，邀请市民和学

员，以及各行业相关领域代表、专家

加入评估组，推出一套可推广、可复

制的“夜校”教学评估体系。二是通

过联合执法，加强对“野生夜校”的

管理和整治。三是通过上海公共文

化服务联席小组等平台，联动各方

资源支持，进一步扩容教学点位、丰

富课程内容、做好资源供给，满足人

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

本报记者 郜阳

市民艺术夜校今年增点位和课程
为推进夜校良性发展，代表希望建立健全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在农田中移走一根电

线杆，事情看上去简单，做起

来却没那么容易。因为多头

管理，权属复杂，再加上缺少

单位铭牌，不少电线杆成了

移不走的“傻大个”。

“现代农业播种、收割

都用农机作业，而施肥、洒

药则多用无人机作业，可

不少农田里竖立的杆线造

成了不小障碍。一根杆线

平均占地面积虽然只有

0.3平方米，但算上固定斜

线、农机设备工作最低安

全距离等叠加因素，实际

受影响的农田面积将达到

约12平方米”，市人大代

表、松江区石湖荡镇党委书

记翁雷均在调研中发现，农

田中大量无序分布的各类

电线杆，成了农业自动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的不小阻

碍。“农田中的电线杆呈现

分布区域广、部分区域内

高度集中、分布不规则的

特点，严重区域达到30根

每亩，形成了对农田的‘盗

洞式’蚕食占用。”

然而，想要移走这些

电线杆，难度和成本都不

小。翁雷均表示，因为电线

杆和线缆涉及多个部门和单

位，权属复杂，缺少统筹协调

部门，管理难度大，不少杆线

缺少单位铭牌，一旦发生老

化、缺损、倾倒、管线断裂，乡

镇很难找到责任主体落实维

修。就算想要整治，也要逐

个单位打报告申请，流程相

当复杂缓慢。

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不

该被小小的电线杆难倒。面

对难题，翁雷均建议，要统筹

多部门力量，摸清农村电线

杆台账底数。确定市、区两

级分管负责部门，建立与规

资、农业及各管线权属单位

的联合协作机制，共同推进

治理。此外，还要开展对农

田中的废旧电线杆的普查，

建立台账，明确废旧电线杆

的位置、数量及状态，规范标

识标牌，做到管理有责、维护

有序。此外，对于新设线杆

要坚持规划先行，可以优先

考虑地下走线，参考市中心

的“多杆合一”方案，开展杆

线序化集中治理试点，并明

确后期的维护负责主体。

本报记者 曹博文

昨天，在市第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崇明组，市人大代表、崇明区城桥镇长兴

村党总支书记王刚（左二）遇上了另外三

名旁听的崇明村支书，他们分别是杜凌

云、姜泽锋和刘文瑜，其中两名还是80

后。“村官”们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热议

崇明未来交通、生态、乡村振兴的发展。

本报记者 刘歆 宋宁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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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屠瑜）龙阳路交

通枢纽汇集了轨交2号线、7号线、

16号线、18号线和磁浮线，是上海唯

一的5线换乘轨交超级枢纽。今年

上海两会，黄少星和王洁两位委员

带来了《完善上海轨道交通龙阳路

枢纽综合交通体系的提案》。

黄少星介绍，枢纽站由于设计

原因，每条线路的站台独立，换乘通

道复杂，枢纽站磁浮、地铁与其他交

通方式之间换乘衔接不便捷，或换

乘距离太远，或换乘标识不清，或换

乘缺乏无障碍设施。非机动车乱停

放现象突出，非法客运问题也由来

已久，这导致附近经常交通堵塞。

黄少星等认为，交通部门应进

一步完善龙阳路枢纽站的规划、设

施、运营管理，针对换乘距离较远、

标识不清等问题进行优化；在换乘

通道中增设扶梯、电梯等垂直交通

设施。黄少星等建议，市交通委加

强出租车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增设

出租车候客点，规范出租车营运秩

序，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杜绝非法

营运。建议浦东新区优化非机动车

停放，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并设

置清晰的停放标识，加强巡逻管理。

换乘通道复杂 违停堵路严重
委员建议多措并举完善龙阳路枢纽综合交通体系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上海市市长龚正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生育支持

政策，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如何让女性愿意生、生得起、养得

好？在两会会场上，这个话题引发

代表、委员的热议。

参考积分制 留才驻农村
“我们村里现在几乎都是60岁

以上的老人，去年村里几乎没有新

生儿，鼓励年轻人回归生娃已成当

前课题。”市人大代表、崇明区城桥

镇长兴村党总支书记王刚的发言，

在小组审议中引起不少人的共

鸣。旁听市人代会的另外几名“村

官”也纷纷表示赞同，因为这样的

情况在乡村已成普遍现象。

“过去农村人20多岁结婚，30

岁左右生娃，50岁已经可以当爷爷

奶奶了。但现在村里大龄男女越来

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就业机会少

是重要原因。”王刚表示，花博会期

间有一波年轻人回归乡村开民宿，

但随着这波热潮褪去，许多人又回

城发展、村里又恢复了冷清。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聚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我认为，要壮大集体经

济，归根结底要依靠人才。”为此，

他建议，创新相关的政策法规，吸

引人才投入乡村振兴。“比如过去

农村大学生考上大学等，户口就转

出‘农转非’。但现在有一部分人

在城市读书就业后，希望反哺家

乡、寻找‘诗和远方’，有‘非转农’

的意愿。能否让一些乡村振兴有

贡献的人才加入集体经济组织，实

现‘非转农’？”同时，现在农村参与

生产或种植业很多是外来人员，但

囿于户籍身份，购房、孩子升学等

无法在上海实现。“能否参考积分

制，让他们也有机会加入集体经济

组织，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

扎根上海乡村，并繁育下一代。既

让他们有归属感，‘把根留住’，也

缓解乡村少子化、空心化的问题，

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确立陪护假 养老有保障
如何建设生育友好的社会，市

政协委员、上海广播电视台商业创

新中心主任沈莹建议，政府可以从

“养儿防老”具象化入手，让年轻人

看到生育孩子的价值。“我建议上海

先行先试养老假期，对于80岁以上的

高龄老人，如果有住院或伤病，子女

可以至少申请养老陪护假，并且不少

于一天，或根据工龄享受一定期限的

陪护老人假期。在养老假期期间，其

工资和福利待遇应得到保障，企业不

得因员工休养老假期而降低其工资

或解除劳动合同。这样也可以让年

轻人感同身受：有了孩子，自己老了

也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同时，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生

育的婚嫁模式，文化和與论氛围、

激励机制等，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

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让年轻

人认识到结婚生子不仅是对自己

的成长和幸福有益的选择，更是对

于家族和社会的贡献与回馈。

降生育成本 增技能培训
“上海青年女性在追求职业梦

想、为这座城市奋力打拼的同时，

也面临着生育和职业发展的双重

挑战。当前，随着初育年龄的不断

提升，抑制和降低养育多孩的可能

性。”市政协常委、市妇联副主席李

铭建议，降低生育、养育、教育“三

育”成本，将必要检测项目纳入生

育基本保健服务项目，适度提高生

育医疗费补贴，推行生育补贴制

度。加强社会支持服务，增加普惠

性托育服务，建立家政进社区支持

系统，扩大居家育幼服务供给。

在减轻青年女性就业压力方

面，李铭建议推广“生育友好岗”，

鼓励用人单位采取有利于平衡工

作和家庭的弹性工作模式。开发

适合女性灵活就业的新职业，挖掘

社区公益性岗位潜力，放宽女性社

工招收年龄限制。“为生育再就业

女性提供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也是

重要方式。”她建议，强化女性就业

权益保障，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

灵活便捷的生育保险参与方式。

“要鼓励年轻人愿意生、多生，

首先要解决其基本需求。”市人大

代表、上海瑾之润申达律师事务所

主任许海霞介绍，自己在招聘女员

工时首先给其吃定心丸，不会因为

生育影响岗位等。但问题并非单

靠企业“一己之力”就能解决，需要

全社会形成联动机制，不妨通过给

予生育妇女直接的经济补助的方

式，让她们有条件请保姆、育儿嫂，

减轻育儿压力。“可以采用‘政府出

一块、企业出一块、自己出一块’的

方式，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并保

障她们的岗位不受影响，形成愿意

生、生得出、生得起、养得好的良性

循环，努力保持上海的适度生育水

平和人口规模。”许海霞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方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