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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秋季开学时“多地学
校换上了可躺式课桌椅”话题冲
上热搜，江苏也有不少中小学在
探索这一午休新模式。今年南
京两会上，南京市政协委员，浦
口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丁朝龙带来的建议也与此相
关。他建议在全市推行中小学
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用 2到 3
年时间全面完成中小学午休躺
睡装备更新。

丁朝龙表示，长期趴桌午睡对
颈椎健康有危害，尤其是对尚处于
身体发育期的学龄青少年儿童的
脊柱健康不利，还会引起胃胀气、
颈部受凉等一系列问题。

2021年 4月，教育部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
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

要求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
到 10 小时，初中生应达到 9 小
时，高中生应达到8小时，有条件
的地方和学校，应该保障学生必
要的午休时间。这项通知也被
称作“睡眠令”。

丁朝龙在调研期间发现，目
前已有城市在这方面进行了实
践，比如2024年前杭州中小学的
午休装备已有约 10 万套，2024
年新增42万套午休装备。“午休
躺睡有利于青少年成长发育，我
认为南京可以借鉴这些经验，逐
步实现中小学午休躺睡全覆
盖。”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南京
已有学校开始探索试点可躺式
课桌椅，包括南外方山分校、华
山路小学、南师附中高淳学校
等。2024年9月，溧水区两所中
小学也实现了课桌椅“变身”，换
上了午休躺椅。

为了让更多南京中小学生享
受“舒心躺睡”，丁朝龙建议市教
育局制定全市中小学“舒心躺
睡”项目三年行动计划，由点及
面，通过 2到 3年的时间全面完
成中小学午休躺睡装备更新。
他说：“对各区正在新建、改建的
中小学校，可以先进行推广，由
市教育局明确在课桌椅配备时，
配备可躺睡的课桌椅，方便学生
躺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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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买个东西让自己开心开
心”吗？拆盲盒、买卡游、去露营、
看演唱会……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热衷于为“情绪”买单，大家买的不
只是一件商品，更像是“心灵按摩”
或者“情绪解药”。今年南京市两
会上，九三学社南京市委员会提交
了一份关于打造情绪消费型城市
促进消费高质量增长的集体提案，
建议南京研究支持情绪消费的政
策举措，打造全国知名的情绪消费
街区。

发力“情绪消费”南京
有先天条件

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人提到
“情绪价值”这个词。《2024中国青
年消费趋势报告》显示，情绪成为
年轻人的消费需求，近三成受访年
轻人会为情绪价值而买单，比如做
陶器、练瑜伽、城市漫步（City-
walk）等，形成了一股消费新业态
新潮流。

“比如一块铁皮的动漫徽章，
却是‘10后’愿意花成百上千元购
买的心头好。我们调研后认为，南
京在打造情绪消费型城市方面，有

明显优势。”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
社员、南京智盈人工智能研究院院
长张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京年
轻人多，还有众多高校，大学生多，
情绪消费潜力大。南京不仅有着
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还有着发达
的交通网络，年轻人来南京也很方
便。

建议研究支持情绪消
费的政策举措

坐拥这些先天条件，南京在情
绪消费方面该如何发力，让年轻人
更“上头”呢？

传统商业大多讲究高大上，新
消费注重小而美。“我们看到现有
的很多商场、Shopping Mall，一
楼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展示珠宝、
首饰、箱包等的柜台。但年轻人并
不愿意逛这样的地方，他们喜欢的
是有各种有趣玩意的小店。”张洁
说，“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只
有几十平方米的文具店，里面挂满
了好看的圆珠笔、手账素材等，他
们可以逛一两个小时。”

集体提案建议由商务部门牵
头，确定南京情绪消费所应涵盖的
行业和场景、已有的优势领域，研
究支持情绪消费的政策举措等。

“我们希望在制定南京市促进消费
的政策、编制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时，将情绪消费作为独立章节，明
确发展目标、优势领域的扶持和奖
励政策等。”张洁说。

建议打造全国知名的
情绪消费街区

在改建、新建消费场所时，也
要充分考虑情绪消费等新消费的
需要。面向年轻人，除了常规的商
品展示空间外，还应该有公共换衣
间、小广场、舞台等供青年群体表

演、交流、互动的空间。曾经“红极
一时”的水游城就通过二次元赛道

“返老还童”。
与此同时，九三学社南京市委

员会建议要借鉴上海、广州等城市
的先进经验，变分散为集中，选择
有一定基础的情绪消费型商场，以
它们为中心，打造全国知名的情绪
消费街区。如秦淮的水游城，可以
连带附近的夫子庙；鼓楼的酷青年
中心，可以联合附近的湖南路，共
同打造青年喜欢的动漫周边商品
销售、室外 Cosplay、古装游览等
街区。还要多办活动，扩大影响
力。吸引国内外知名的UP主、动
漫厂商等，前来举办首发、展览、快
闪、比赛等，通过不断制造热点，吸
引流量、聚集人气。

南博的文物、红山的
动物都可以打造成本土IP

情绪消费首先要解决消费者
认不认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的积
累。打造本土 IP是快速聚集人气
和提高城市认知度的好办法。九
三学社南京市委员会建议挖掘南
京的历史资源，如南京博物院的明
星文物、在南京工作生活过的有趣
名人等，将他们的故事与合适的消
费场景融合，提升消费的情绪价
值。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有不少
动物界“顶流”坐镇，比如“小熊猫
嘟嘟”“白面僧面猴杜杜”等。九三
学社南京市委员会认为，对于这些
明星动物的故事和形象，可以及时
跟进，二次创作，将它们转化为代表
南京网络形象的子IP。与此同时，
还是要着眼长远，支持文化企业开
发出有鲜明南京属性的图书、影视、
动漫、游戏等新IP，在情绪消费市场
中建立南京品牌，发出南京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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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来一趟南京吧”，这已
经成为无数游客对南京的向
往。2024年南京文旅一次次刷
屏出圈，如何让“网红”城市变成

“长红”城市，让流量变“留量”？
正在召开的南京市两会上，民建
南京市委会提交了一份集体提
案，建议加快培育发展南京文旅
新业态新场景，以源源不断的文
旅“好产品”供给，不断推动传统
观光业转型升级，将流量变为

“留量”，将“总要来趟南京”变成
“总是要来南京”。

梧桐大道、玄武湖、夫子庙
……2024 年南京的哪个角落留
下了你的脚步，“总要来趟南京
吧”“Citywalk 南京”火遍全网，
境内外游客纷纷与“宁”相约。

去年南京文旅到底有多火？
1月12日，南京市十七届人大三
次会议开幕，市长陈之常向大会
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显示，南
京全年接待旅游人次和旅游总
收入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5％、
10％，其中接待入境过夜游客人

次同比增长63％。
“南京文旅热度持续不减，但

能否将人流量转变成消费力，仍
然需要各方努力。”市政协委员、
民建南京市委常委、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副局长郑晓华认为，当
前南京文旅产品仍然以传统观
光型为主，有创意、重体验的新
业态、新场景不多，“泼天”流量
未能“多点开花”，“老牌景点”人
满为患，也容易造成游客体验下
降。

民建南京市委会集体提案建
议，对南京旅游业态进行具体分
析，开展南京长江旅游、工业旅
游、历史文化旅游等专项研究，
分业态专题查找问题短板、研究
对策措施，分业态提供配套政
策、完善服务设施。

郑晓华说：“除了发展专门旅
游业态，还可以主动让小众景区
出圈。南京有大量极具文化底蕴
和人文底色的冷门景区、小众景
点，做好在资源面上的均衡投放，
让这些景区、景点及其新业态、新
场景被更多市民和游客看见。”

她举了个例子，比如夫子庙
内秦淮河的游船很火爆，而外秦
淮河开通的游船，可以在城墙外
围感受中华门、水西门（赏心
亭）、石头城，却鲜有人知道。

民建南京市委会集体提案中
还建议，充分运用虚实技术、沉浸
媒介、人工智能等，在大报恩寺遗
址全国首个全真互联元宇宙博物
馆、江宁织造署旧址《大梦·红楼》
沉浸式展演等有益探索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科技、文化与旅游
各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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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上，“江苏是最早睡
早起的省”等网络梗常被热议。近
日，江苏首次“打包”出台关于繁荣
夜经济的系统性政策文件，提倡每
个设区市至少打造一个“烟火气、
江苏味、国际范”的夜经济品牌。
在正在召开的南京市两会上，南京
市政协委员、江苏永衡律师事务所
主任唐俊华为南京夜经济发展支
招。他建议成立专门的夜经济综
合管理协调机构，确保夜经济活动
规范有序发展。同时，要避免同质
化，合理布局夜经济网点、打造独
具特色的夜间消费品牌。

商务部发布的《城市居民消费
习惯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居民
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夜经济
无疑已经成为城市运营的重要名
片，以及反映城市发展活力和治理
能力的重要指标。”唐俊华说，“掘
金”夜经济已成为城市运营的重要
选项。

商场开启“24小时”模式，深夜
食堂热气腾腾，博物馆延长开放时
间……眼下，越来越多的新“夜”
态，成为人们邂逅古都风华的新风
尚。如何让南京越夜越精彩？在
唐俊华看来，这考验着城市管理和
精细服务的水平。

“比如，发展夜经济有可能带
来噪声污染、油烟污水排放、交通
拥堵等问题，给周围居民造成一定
的生活困扰。”唐俊华认为，可以成
立专门的夜经济综合管理协调机
构，负责监督和管理夜间商业活
动，加强消防、治安等方面的安全
监管，确保市民和游客的人身财产
安全，确保夜经济活动规范有序发
展。

与此同时，夜经济场所同质化
现象频现，发展潜力不足。“吸引市
民走出家门、游客走出酒店，夜经
济一定要提供‘非来不可’的理
由。”唐俊华建议，南京也应该合理

布局夜经济网点，赋能不同夜经济
场所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差异化竞
争，重点聚焦不同消费场景，如美
食、集市、夜游等，满足不同区域、
不同时段的夜间消费需求，各美其
美。

与此同时，夜生活的“打开方
式”还需要更多元化。唐俊华建
议，夜经济不仅仅是美食、娱乐，还
可以通过举办各类主题活动、节庆
活动、文化演出等，打造具有南京
特色的夜间消费品牌，吸引更多市
民游客参与。

如何集聚更多商家助力，让南
京越夜越精彩？唐俊华建议降低
夜经济营商成本。对夜间经营的
商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如减免
税收、降低租金等。

唐俊华认为，南京拥有丰富悠
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这是南京的优
势。他建议要充分挖掘，将独特的
文化元素融入夜经济发展中，丰富
内容和形式，提升夜经济的文化内
涵和品质。同时结合旅游推广、商
业演出、会展活动、年会论坛等多
元渠道，进一步擦亮南京夜经济文
化招牌，使更多市民游客既沉醉于
南京的人文之都，也记得住金陵的
夜景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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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成立专门管理机构

打好“夜经济”这张王牌

“情绪消费”催生新热点，九三学社南京市委员会建议——

南京打造全国知名情绪消费街区

如何把人流量转化为消费力？民建南京市委建议：

打造小众特色景区
培育壮大新业态新场景

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

中小学推广午休“舒心躺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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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

丁朝龙

郑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