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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这个具有年代感的名词正回

归公众视野。

近来，全国多地夜校火热开启。“开

课即满”“一座难求”，上夜校成为不少

都市青年下班后的新选项，也成为教育

市场的新风口。

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

近来，“90 后”庄安愚在手机导航软

件上，将“苏州大学北校区工科楼”设置

为下班后的新目的地。他报了苏州大

学夜校的 ChatGPT 课程。“我不在乎夜

校的结业证书有没有用。能学到知识，

肯定比在家刷短视频强。”

“我想给 8 小时外的自己另一种可

能。”古典舞学员袁静是一名“二娃宝

妈”，虽然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很大，她还

是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时间”。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已成为一

些都市青年的新时尚。

去年 8 月，江苏省常州市工人文化

宫焕新开放。暌违 20 多年，“职工夜校”

再度走进职工市民的生活，12 个大类 65

个班的名额被 1191名学员“秒抢”。

今年 3 月，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春季

班放出 680 门课程，500 元 12 节课，吸引

73 万人线上抢课，“中医石氏伤科”5 秒

钟抢完。截至 5 月，武汉青年夜校已累

计 开 设 各 类 课 程 228 节 次 ，覆 盖 学 员

8000余人次。

夜校并非新鲜事物，在我国已有逾

百年历史。《北京大学日刊》就有记载，

1920 年 1 月 18 日，该校学生会平民夜校

开学，蔡元培专门发表演说。

从建党初期创办工人夜校，提高工

人文化程度、唤醒工农革命意识，到新

中国成立后大力扫盲、教授生产技术，

再到改革开放后鼓励提升学历……在

各个历史时期，夜校发挥着不同的教育

作用。

江苏青年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陈蕴哲认为，与上世纪的夜校主要满足

学历教育需求不同，当下夜校主要提供

非学历教育服务。此外，课程不仅限于

传统的教育培训，还涵盖艺术、文化等

多方面内容。换言之，如今的夜校更像

是“成人版的少年宫”“青年人的老年大

学”，是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

夜校的举办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文化馆、共青团、工会、妇联等

公共机构，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公益性

夜校课程。二是高校继续教育学院、职

业院校，它们长期面向社会开展非学历

教育；以江苏为例，169 所普通高校中有

137 所举办高等继续教育，非学历教育

年度规模 400 余万人。三是民办社会培

训机构，课程以付费为主，有的初期提

供免费或低价体验课，或与公共机构合

作提供廉价课程。

风潮何以席卷多地？

课程时尚多元、兼具社交属性，是

不少夜校吸引年轻人的地方。

探戈舞、街头摄影、手冲咖啡、涂鸦

心理学、非遗工艺手作、古琴、识别收集

矿石……随着年轻人不断“解锁”有趣的

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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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美术学院 2021 届毕业生石远

宇去年底和同学创办了南京“叁野灯”

夜校。在他看来，轻松、“反内卷”的学

习氛围，是夜校走红的重要原因。

“夜校招生消息发出当天，我就收

到了近百个好友申请。”石远宇告诉记

者，毕业后，他在少儿美术班、高考艺

考班、老年大学都工作过，“夜校不仅

价 格 相 对 便 宜 ，而 且 学 员 来 自 各 行 各

业，彼此不存在竞争关系，大家出于兴

趣 爱 好 聚 到 一 起 ，也 可 以 拓 展 职 场 之

外的朋友圈。”

积极学习提振了很多年轻人的精

神。“下了班就赶夜校，只有上学的时候

才有这种感觉，但比那时候要开心。”

“上夜校让我觉得人不再内耗了，之前

下班后刷手机只会越来越累，上夜校后

感觉气色都变好了。”

价格也是吸引力之一。“不是兴趣

班上不起，而是夜校更有性价比。”这句

网络流行语解释了夜校受青睐的部分

原因。

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商业培

训机构的课程往往价格不菲，如一节瑜

伽小班课要 200 多元，私教课要 500 多

元。而夜校相对低廉的费用，让更多人

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

记者梳理发现，大多数夜校平均每

小时收费在百元以下，且多为 30 人以内

的小班化教学。采访中，“便宜实惠”

“性价比高”是不少学员的集中评价。

有学员认为，与动辄数千元、上万元的

私教课、兴趣班相比，夜校的举办主体

多为公共机构，不必担忧“跑路”风险，

消费更放心。

也有人上夜校是为弥补职业能力

短板。“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

要跟上岗位最新需求、克服本领恐慌，

就得不断学习。”庄安愚说。

“观察哪些夜校课程火、需求大，可

以看出社会上要什么、缺什么，这对高

校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有借鉴意义。让

学生在校期间就储备好相关技能和素

养，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就业创业能力。”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中心

主任韩伟说。

“夜校热”如何持久

在满足青年学习技能、培养爱好、

治 愈 焦 虑 、增 进 社 交 等 多 元 需 求 的 同

时，部分夜校也存在质量、运营等方面

的隐忧。

一些公办夜校在运营模式上缺乏

可靠支持，面临难以持续的尴尬局面。

中部某市青年夜校由一家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承担，每周有 6 节课，每节课

约 30 人。“有的课程成本较高，如一节调

酒课就需 1500 元。”该中心负责人说，属

地街道是目前主要的经费来源，“不少

年轻人希望我们扩大规模、增加种类，

但我们能调动的资源毕竟有限，未来如

果一直免费，维持运转也很困难。”

东部某市主城区共青团组织负责人

也坦言，目前他们的夜校仍为公益免费

模式，“现在市面上的夜校越来越多，鱼

龙混杂，我们对于收不收费很慎重，担心

砸了招牌。”此外，一些高校拥有丰富的

教育资源，但对办夜校仍持观望态度。

27 岁 的 武 汉 小 伙 侯 卿（化 名）说 ：

“有的夜校课程价格明显偏低，其实是

‘试听课’‘福利课’，课上老师大部分时

间在推销正价课程。新瓶装旧酒，最终

还是卖课、办卡、办会员那一套，体验感

很不好。”

受访夜校学员、举办方以及高校学

者认为，防止“夜校风”变成“一阵风”，

不 同 举 办 主 体 可 分 类 施 策 ，在 教 学 内

容 、经 营 模 式 等 方 面 加 强 监 管 提 供 扶

持，多措并举促进夜校健康发展。

“学员最看重的是上课质量。”石远

宇认为，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需加强

监管，可定期公示夜校机构“白名单”，

建立健全学员评课反馈机制，督促夜校

机构不断调整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诚

信经营。

在陈蕴哲看来，公共机构办夜校需

兼顾公益性和持续性，重点把好课程的

师资质量关、教务管理关、思想导向关，

不宜大包大揽，更不可当“甩手掌柜”，

可与国企、民办社会培训机构等合规第

三方合作，发挥后者更贴近市场、更为

灵活的优势。

共青团南京市鼓楼区委书记于文

建议，发挥“夜校+”的平台效应，深度整

合区域文商旅资源，融入技能提升、健

康养生、婚恋交友、就业创业等服务，将

夜校带来的青年流量转变为区域发展

的青春力量。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夜校为什么多年之后重新变热？
新华社记者 陈席元 熊翔鹤 杜子璇

艾草花束火爆“出圈”，龙舟竞渡激发文

旅消费，“露营过端午”成为年轻人度假新选

择……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显时尚潮流、

重文化底蕴、求鲜明个性成为端午消费的重

要特征。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4 年端

午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1.1 亿人次，同

比增长 6.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03.5 亿元，

同比增长 8.1%。

专家建议，进一步找准文旅产业融合的契

合点，运用现代美学为传统民俗产品注入新活

力，瞄准年轻消费群体打造更多“小而美”的文

旅精品，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机。

创意迭出，传统民俗产品火爆
“出圈”

传统艾草加上菖蒲、香樟叶，搭配上铃铛、

寓意福禄的干葫芦与精心设计的端午安康卡，

一束时尚而别具特色的艾草花束，在这个端午

节成为最火的产品之一，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

台热搜。

在重庆市解放碑商圈记者看到，艾草花

束被挂在了不少商铺最显眼的位置，吸引了

众 多 年 轻 人 前 来 选 购 。 来 自 四 川 的 消 费 者

张 冰 宁 说 ，挂 艾 草 一 直 是 端 午 节 的 习 俗 ，但

现在的艾草花束既保留了传统寓意，又结合

了潮流元素，让她和身边的朋友有耳目一新

之感。

一些商铺经营者告诉记者，艾草花束“火”

得非常快，最早是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有

不少网友因新奇而分享照片，随后线下前来购

买的人越来越多，有时甚至要在店门口排起长

队。他们也经常认真去看网友们的留言，每天

分析大家喜欢的“爆款”有什么特点，紧跟大众

最新审美口味。

在湖南，作为省级非遗项目“汨罗香囊制

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戴芸伊和团队成员

在端午节推出的创意产品“楚辞香囊”迎来了

一波销售热潮，源源不断地接到来自全国各地

的订单。

“我们将相关诗句、植物纹样绣制在香囊

上，并使用《楚辞》中提及的、具有芬芳香气且

寓意美好的植物作为香料，以此来传递屈原文

化和《楚辞》之美。”戴芸伊说。

“过去一些商家会觉得，‘网红产品’一定

要特别标新立异，传统民俗节日的产品大家已

司空见惯，似乎没有‘出圈’的潜质。但这次艾

草花束的火爆启示我们，要在善用数字线上平

台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美学为传统产品注入新

活力，让‘老树’开出‘新花’。”工信部信息通信

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说。

文化赋能，促节日消费潜力释放

今年端午假期首日恰逢“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各类文博场所成为不少年轻人“打卡”

的首选。在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大戏台上，重庆市话剧院的演员们身着华

服，诵 读 着 著 名 剧 作 家 郭 沫 若 创 作 的 历 史 题 材 话 剧《屈 原》，台 下 传 来 阵 阵

掌声。

湖广会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假期他们在演出形式上进行了创新，

准备了融合诗歌诵读与戏剧于一体的文化赏演、《醉巴渝》非遗文化演出、端午

粽子拟人化 NPC 表演等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假期中，群众赛龙舟、吃粽子、唱山歌、赏古曲，传统文化内涵与节日消费深

度融合。

广东、湖南、浙江、贵州、云南等地举办龙舟竞渡。携程数据显示，举办 2024

年中国汨罗江龙舟超级联赛的湖南岳阳端午节旅游订单同比上涨 52%；中国·桃

花潭第十一届龙舟赛带动安徽宣城假期旅游订单增长 32%。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加强文博、旅游等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让传统文

化的浓厚底蕴与旅游发展进一步深度融合，将有利于促进消费回升和潜力

释放。

盘和林表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所在，找准文旅产业融合的契合点非常

关键。要进一步做好专业文化工作队伍建设，活化相关资源的使用效益，把

端午等传统民俗节日的旅游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活力。

个性出游，设计更多“小而美”精品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露营过端午”成为一些当地年轻人度假的新选

择。端午节当天，一些游客自驾来到郊区村镇，白天和家人一起在户外包粽子、

体验制作漆扇，傍晚在露营基地附近玩飞盘、品茶饮。

宁海一家露营基地负责人周耀辉告诉记者，假期他和同事开发了“民俗+生

态游”的露营服务，把端午民俗与农事、艺术、运动元素相结合，全力让游客过一

个相对小众但特别的“五月初五”。

不少游客越来越偏爱选择灵活化、个性化的出游方式，在慢节奏旅行、深入

体验、放松休闲中享受生活。

文旅部微信公众号“文旅之声”10 日晚发布信息称，假期中，云南、青海、甘

肃、内蒙古、贵州等地成为年轻人自驾游、避暑游的热门选择。“影视+文旅”双向

赋能，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带动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伊犁州尼勒克县等

为代表的自驾游目的地持续火热。

长沙新消费研究院产业研究负责人黄偲表示，灵活化、个性化的假期出游

特点，对商家和相关部门的假日旅游产品供给能力提出新要求。建议针对不同

年龄段、不同需求的消费者，设计更多“小而美”的文旅精品。

“‘小而美’的精品不意味着要去追求奢侈和昂贵，而是要进一步提升服务

消费的内容品质与创新能力，做到服务精细化、个性化、特色化。相信更多消费

者可以在未来获得高质量、定制化的端午旅行体验。”黄偲说。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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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端午佳节，从四面八方齐聚贵州小城

榕江的游客和当地群众，不仅能观看精彩绝伦

的足球赛，还能领略西藏、内蒙古、河南、贵州

等不同地区的民族风情，可谓是收获满满。

下高铁后，来自广西桂林的游客胡必乐带

着家人直奔“村超”足球场，在场边寻觅到座位

后，他们便再未离开。“看了比赛，还能观看极

具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胡必乐说。

“‘村超’把不同民族，来自各个地方的人

聚在一起，不同的民族文化在这里实现了交流

和相融。”来自河南的洛邑古城足球队啦啦队

领队徐婉婷说，这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展示汉服文化的平台，“我希望能借此机会，让

更多人看到洛阳，了解洛阳的汉服文化”。

河南洛邑古城足球队和内蒙古呼伦贝尔

农垦芥花油足球队的比赛结束后，双方队员互

赠了礼物，并合影留念。“我们送给洛阳队的礼

物是太阳花，在鄂温克族神话中，这是象征温

暖与光明的吉祥物。”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芥

花油足球队队员斯德布说，返回呼伦贝尔后，

他们会将洛阳队赠与的礼物放到他们俱乐部

的陈列室里，“其他人来参观的时候，就能感受

到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除了展示各自的民族文化，在榕江，各地的球

员和演出人员也对浓厚的贵州当地民族文化有了

切身感受。“6月8日到达榕江后，除了适应场地和

排练，我们还去了西江千户苗寨和大利侗寨。”西

藏日喀则市萨迦县文旅局局长索朗扎西说，在西

江千户苗寨，萨迦县古城艺术团的女队员都换

上苗族服饰，拍了很多照片，“她们非常开心”。

身穿民族服饰来看球的当地群众，让洛邑

古城足球队主教练司马超印象深刻，也让他对

当地民族文化有了一定了解。“这是我第一次

来榕江，当地的民族文化太浓厚了，群众都非

常热情、非常质朴。”司马超说，“村超”以足球为媒，搭建了桥梁，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的球队通过比赛，实现了交流，建立了友谊。

“‘村超’是民族融合的‘纽带’，大家在参与‘村超’的过程中，相互推

荐各自的民族特色，增进了彼此了解。”贵州省榕江县居民石文昌说，能

够不出榕江就欣赏到各地的民族文化，让他感到欣喜。

“西藏和贵州虽然相隔了几千公里，但文化相通。”萨迦县古城艺术

团团长普布次仁说，苗族的舞蹈和藏族的舞蹈，在舞步上也有一些相似，

回去之后，艺术团可以做一些借鉴。 （新华社贵阳6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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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戴小河 印

朋）中国海油 10日发布消息，随着最后一

根锚链锁紧固定，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

生产储卸油装置“海葵一号”完成海上安

装，在珠江口盆地流花油田精准就位，标

志着我国深水油气田浮体设施系泊系统

安装能力获得新突破，为我国首个深水

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年内投产奠定基础。

“海葵一号”所在海域距深圳东南

约 240 公里，水深 320 多米，风向多变、内

波流频发。“海葵一号”是集原油生产、

存储、外输等功能于一体的高端海洋装

备，由近 60 万个零部件组成，总重达 3.7

万吨，高度接近 30 层楼，主甲板面积相

当于 13 个标准篮球场，最大储油量达 6

万吨，每天能处理约 5600吨原油。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流花油田开发

项目副总经理王火平说，“海葵一号”是

国内首次对圆筒型海洋装备进行海上回

接，由于圆筒型结构重心高、受风面大，

容易发生旋转，海上安装难度极大。“海

葵一号”采用新型的圆筒结构设计，设计

寿命 30年，可连续在海上运行 15年不回

坞。相较于常规的船型，圆筒型结构具

有用钢量少、储油效率高、抵御恶劣海况

能力强等优点，可有效提高经济适用性，

降低油田开发与运营成本。

为确保“海葵一号”在波涛汹涌的

大海安稳扎根，项目提前在海底安装了

12 套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深水吸力

锚，并通过 12 条由“锚链+中水浮筒+聚

酯缆”构成的系泊锚腿进行连接，单根

锚腿长 2570 米，破断载荷达 2300 吨，相

当于 1500 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这套

系泊系统就像安装在海底的“拴马桩”，

将“海葵一号”牢牢固定在海面上。

王火平说，在距“海葵一号”2.5 公里

处，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

号”也在日前完成全部安装作业，刷新

海上原油生产平台高度和重量两项亚

洲纪录。“海基二号”总高度达 428 米，总

重量超 5万吨，共设生产井 24口，搭载了

原油工艺和外输系统、生产水处理系统

及电力供应系统等 300 余套设备，可实

现远程水下井口控制、智能油气开采、

台风生产模式等功能。

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海葵一号”完成海上安装

▲图为 6 月 10 日，演员在贵州“村超”比赛

间隙表演萨迦索舞。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图为 6 月 10 日，演员在比赛间隙表演节

目“侍女蹴鞠图”。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图为 6 月 10 日，日喀则珠峰雪鹰队拉拉

队来到比赛现场。 新华社发（杨文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