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校“一课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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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有“知”又有“味”
□ 记者 蒋雯

“以前从没学过乐器，也不认
识非洲鼓，今天尝试了下，感觉还
挺有意思的，好上手，很有趣很解
压。”昨晚，区文化馆教室里，市民黄
小秋和新同学们一起，随着鼓点起
伏，跟着老师的节奏，有力地敲击
着鼓面。每周一、五晚上都有一群
学生在这里学习非洲鼓。课程定在
1830 开始，但不到 1800，就
有不少人陆续到教室，开始自主练
习了。大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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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能实现无缝衔接。”在某
口腔诊所上班的郭科晨此前参加了
区文化馆开设的古筝、茶艺等体验
课程，“今年文化馆正式开办夜

校，我看到有很多有意思的新课
程，立刻推荐给了身边的同事朋
友，想一起多学一些技能，哪怕只
是略知一二，也很有乐趣。”
隔壁教室里，杨旭第一次参加

芳疗课程：“平时下班回家就是刷
手机。时间不知不觉溜走了，空虚
和浮躁随之而来。但在夜校学一个
小时，我能全身心投入，觉得充实
又平静。”
自 2012年以来，区文化馆每

年开设春、夏、秋三季公益性培训
班，馆内公益班年均受益群众达
2.5 万人次。新开的夜校同样吸引
了一大波市民报名抢课，有些课程
刚开启报名就秒光，可谓“一课难
求”，有人戏称“抢位难度堪比抢
演唱会门票”。

从最初的工人夜校，到
渴望与时代同步的青年“夜
大”，夜校始终承载着人们对
知识的渴求和对梦想的追求。
如今，夜校正以一种全新的
姿态回归。它不再仅仅是提
升技能或职业竞争力的场所，
更成为年轻人追求精神生活
品质、开展高质量社交的重
要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水彩插画、鸟语花香没
骨画、口才与朗诵、爱尔兰
哨笛、国风仪态美学、武当
太极十三式……在“武”夜
艺空间市民艺术夜校，课程
时尚多元、种类丰富，还兼
具社交属性。这些“下班后

的小确幸”“‘回血’型夜生
活”，让夜校成为打工人“去
班味儿”的绝佳选择。
“今年文化馆推出的夜校

课程很年轻化。”市民刘宸告
诉记者，“夜校是公益性质
的，只收取一点材料费用。
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家出
于兴趣爱好聚到一起，可以
拓展职场之外的朋友圈。”

在南通工作的沈叶是一
名汉服文化爱好者。得知
“武”夜艺空间市民艺术夜校
里有汉服文化班，她特意驱
车前来，想要系统学习汉服
的起源和相关妆造及礼仪知
识。“每周下班后来上两节

课，和不少同学都成了同
好。”
“当‘活起来’的文化遇

见有精神追求的年轻人们，
一场双向奔赴就此产生。”区
文化馆副馆长钱峰介绍，
“长期以来，非遗技艺、传统
文化都在相对小众的圈子里
沉淀，夜校盘活了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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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成年人可以找
到属于自己的“少年宫”，享
受学习的乐趣，同时也能结
交新朋友，共同探索生活的
无限可能。

本报讯 （记者 吴梦婷）
近年来，牛塘镇将新业态等重
点就业群体就业作为重要民生
实事，多举措打造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温馨港湾”。日前，
在位于集镇区的竹园社区内，
“竹缘驿站”正式投用，打通
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最
后一公里”。

上午 900，刚忙过送餐
早高峰的几名“饿了么”骑
手，来到位于湖滨新街的“竹
缘驿站”休憩片刻，同时给电
动自行车充电。驿站内配备了
饮水机、微波炉、充电设备等
实用设施，竹园社区还在这里
贴心设立了“倾听窗口”，让
外卖小哥们有了一个分享趣
事、倾诉困难的渠道。社区网
格员、志愿者们在此轮值，随
时为小哥们提供帮助。

竹园社区还联合 7 家饭
店，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
等群体提供价格实惠、方便
快捷的餐饮服务，推出“八

折小哥餐”“十元吃饱实惠
餐”等。“以前大家累了只
能把车停在路边，坐在车上
稍微休息会儿。现在有了一
个避风的港湾，像家一样温
馨。”“饿了么”牛塘站站长
蔡克浪介绍。

竹园社区还向 20余名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从业人员代
表颁发了兼职网格志愿者聘
书。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们
将作为社区的“移动探头”
“流动使者”“监督哨兵”，穿
梭在网格之间，主动了解居民
需求，及时掌握网格动态，参
与基层治理。“我们社区户籍
人口有 2000多人，常住人口
1 万多人，店铺有好几百家，
日常工作还是比较繁琐的。
20多名小哥作为基层网格员，
为基层治理补充了力量。他们
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情况，随后
上报社区，以便我们及时跟
进处理。”竹园社区工作人员
蒋光全说。

“暖新”更暖心

牛塘镇“竹缘驿站”
正式投用

日前，由常州市高级职业
技术学校、湖塘镇长安大巷社
区和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三方
共建的“大巷心理茶馆”投
用，为居民提供专业心理咨询
服务，帮助大家缓解压力、调
节情绪、解决心理困扰，提高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茶馆”
配备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
居民提供个性化的心理疏导、
矛盾化解、舆情收集等。图为
心理咨询师与居民交流谈心。

蒋雯 摄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最近，武进人“下班后，上夜
校”的夜生活方式“出圈”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公益性培训的覆盖面，让更多市民尤
其是中青年群体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走进文化馆，接受艺
术熏陶，这个秋天，区文化馆创新推出“武”夜艺空间
市民艺术夜校，利用夜间时段，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
格调高雅的艺术培训课程，打造全新惠民活动品牌。

区别于上世纪 80年代的夜校潮，这些备受年轻
人喜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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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越来越年轻化

本报讯 （记者 施劼婧）
定期开展药品质量抽检，既能
有效打击市场上的假劣药品，
也能让职能部门及时掌握全区
药品经营、使用环节的整体质
量水平。日前，我区 2024 年
度药品质量抽检提前完成。截
至目前，抽检的 150批次样品
中暂未发现不合格药品。
“将抽样工作与日常监督

检查有机结合，边查边抽，边

抽边检，督促被抽样单位压实
药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发现
风险、及时进行处置。”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药械科工作人员
于霞介绍，此次药品抽检涵盖
了零售连锁药店、单体零售药
店、公立医院、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私人医院和
个体诊所等。重点抽查国家集
采中选品种、通过仿制药质量
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品种、国家

基本药物制剂品种、两年内新
批准上市品种；近年来特别是
上一年度在国家药品抽检、外
省药品抽检、各类专项抽检及
我省、我市年度常规抽检中发
现的不合格品种；使用范围
广、使用量大、不良反应集
中、社会关注度高、投诉举报
较多，以及涉及违法广告的品
种；特殊人群用药品种，如儿
童、孕产妇等临床用药品种。

2024年度药品质量抽检提前完成
暂未发现不合格

非洲鼓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