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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全国多地夜校火热开启，甚至“开
课即满”“一座难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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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工人文化宫举
办 职 工 夜 校 ，12 个 大 类 65 个 班 的 名 额 被
1191 名学员“秒抢”；成都市文化馆总校的夜
间培训课程抢课一开始，平台点击量就达到
每秒 26 万次……上夜校成为时下年轻人最
潮流的夜生活方式之一。

夜校的风也吹遍了福建。书法、声乐、心
理学、茶果子制作、个人美妆……我省各地
共青团、妇联、工人文化宫、文化馆等单位纷
纷推出青年夜校。有学员评论：“小时候幻想
着长大不用上学，但当长大了，上学成了治
愈人心的方式。”

其实，夜校并非新鲜事物。上世纪，从创
办工人夜校提高工人文化程度，到大力扫
盲、教授生产技术，再到提升学历，夜校在各
个时期都发挥着不同的教育作用。当前，夜
校重新回归大众视野，不仅是青年弥补职业
能力短板、自我提升的渠道，也成为一种新
的生活和社交方式。

青年夜校课程被“秒光”的背后，折射出
年轻人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反映着城市
公共文化服务的不断变革。职场工作者能够
在夜校课程中放下手机，培养自己的专注
力，同时省却了硬性考核的压力，在学习中
保留简单纯粹的快乐，更好地调剂工作与生
活。上课过程中，学员还可以找到志同道合
的搭子，进一步拓展职场外的朋友圈。更难
得的是，青年夜校师资专业，性价比高，平均
每小时收费在百元以下，且多为小班教学，
而同等质量和内容的课程，在市面上需要更
高价格。

如今，“学习”不再局限为掌握具体的知
识，也日益成为生活方式。各地青年夜校的
探索较好填补了青少年和老年教育之外的
空白，也不断丰富着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
的内涵。青年夜校方兴未艾，如何让它不止

于“一阵风”，从“网红”走向“长红”？
在精准对接青年学习需求上下功夫。从

文化艺术、体育健身，到社会融入、职业发
展，年轻人需要什么、喜欢什么，青年夜校应
尽可能提供什么。上海共青团在人才公寓等
青年集聚区域打造“青年中心·青年夜校”，
推动各区团组织充分用好当地资源，主动寻
求有关部门支持，因地制宜、按需成班；莆田
市涵江区青年夜校通过“广发问卷+精准问
需”的方式，线上线下征求当地青年学习兴
趣，分批开设中医、厨艺、护肤等多门贴近青
年需求的课程；漳州市采用“青年点课+团委
选课+专家上课”模式，突出课程内容的针对
性和实用性。

在保障教学质效、传播特色文化上下功

夫。为确保课程质量，广州、福州等地的夜校
机构整合社会各界资源，邀请“业界大咖”、
专家学者进行授课或担任课程指导，课后还
会通过问卷调查，根据学员反馈情况针对性
调整课程内容和节奏，确保学员的获得感。
课程内容也正以地方文化为基础向外延伸。
不久前，龙岩市开办首期青年夜校，将木刻、
榫卯、剪纸、扎染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课程，
邀请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亲自授课。许多
非遗课程就开设在当地的历史文化街区，在
传播特色文化的同时，也带动了文旅业态。

在规范夜校市场、推动持续发展上下功
夫。目前，夜校多在一、二线城市兴起，公办夜
校和民办夜校相继涌现，不难想象“夜校热”
还会在更广范围、更多年轻人中火起来，相关

部门应看到其背后青年的新需求、新期待，推
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也可以采用政府
和民办机构合作的形式，并在场地、资金等方
面给予适度政策倾斜，推动夜校升级扩容、下
沉资源。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应对民办青年
夜校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反馈投诉机制，督促
诚信经营，让更加规范化的青年夜校为提升
城市软实力、激发青年创新活力、实现个人全
面发展注入更大动能。

贴近日常生活又抚慰精神世界，青年夜
校对提升个体综合素养、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普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还有更多潜力尚待
挖掘，期待“长红”的夜校能为青年提供更多
元、优质的学习机会，探索更加精彩美好的
人生之路。

让青年夜校从“网红”走向“长红”
□本报记者 徐文锦

本报讯（记者 陈黎慰） 近日，“2024 雪峰文论奖之夜”
在冯雪峰的故乡——浙江义乌举行，现场揭晓了首届雪峰
文论奖获奖名单，共 11 人获奖。我省 4 名作者上榜：福建社
会科学院原院长南帆的《文学的位置：挑战与博弈》获得著
作奖，南平市陈晓明的《“例外状态”：试论王蒙创作的艺术
本性》、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赵刚教授的《陈映
真是如何炼成的？》、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培浩的《以
能动现实主义重建爱的可能——论东西长篇小说〈回响〉》
获得论文奖。

雪峰文论奖全称“雪峰文学理论评论奖”，是以中国现当
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和诗人冯雪峰命名的文学理论评论
奖项。冯雪峰，原名福春，浙江义乌人，从 1926 年起从事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工作，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作。

作为全国首个文论奖，首届雪峰文论奖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启动发布，初评工作启动于 2024 年
5 月，共收到 24 位提名人推荐的论文 99 篇、著作 44 部。据悉，
雪峰文论奖每两年举办一次，设论文奖、图书奖 2 类，其中论
文奖分为新时代文学研究奖、现当代文学研究奖。

我省4名作者
获首届雪峰文论奖

本报讯（记者 郭斌 文/图）“匠心古韵 艺海流芳——
寿山石雕 22 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传世珍品展”近日在福州榕
宝轩艺术馆开展，展期至 8月 20日。

本次展览由中国民协中国寿山石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主办，汇聚了 22位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经典寿山石雕作品 133件，旨在推动寿山石文
化传承创新，提升福州文化名片影响力，集中全面呈现大师风
采，深入探索、梳理寿山石雕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发展历程。

“寿山石雕刻历史悠久，1500 多年传承，孕育了一代又一
代的雕刻大师，他们以刀代笔、以石传情，创造了一件件巧夺
天工、传世不朽的艺术珍品，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精髓的时代表
达。”主办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期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更多
人深入领略寿山石雕艺术的独特魅力，共同致力进一步推动
寿山石文化持续传承与繁荣发展。”

题图：小讲解员为参观者介绍寿山石文化。

寿山石雕传世珍品展
在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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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 首届“仙境骑游”自行车公开赛暨福建省自行车联
赛仙游站在仙游举行。来自全国的 58 支骑行队、455 名自行车运动
爱好者齐聚仙游，共同体验赛事的速度与激情。本次比赛是 2024
年福建省自行车联赛的第三站，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

本报记者 林鹏 摄

本报讯（记者 邱赵胤） 21 日，第十届梅沙
教育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在厦门市同安区开幕。
来自国内 20 个城市的 40 个俱乐部共 490 名选手
参加比赛，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帆船比赛。

据了解，今年是同安区第八次举办全国青少
年帆船联赛。本届比赛为期4天，设置了14个竞赛
组别，分两块区域进行比赛。选手们在海面上劈波
斩浪，勇往直前，经过迎风、横风、顺风等赛段的绕

标航行，最终到达终点，完成单轮比赛，并获得相
应的积分。通过4天的积分将累加最终决出名次。

近年来，厦门市不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举
办高规格体育赛事。作为厦门最大、水质最好的
内湾，环东海域同安湾在 2020 年达到了二类水
质，风浪平缓，没有航线规划，适宜开展公开水
域海上活动。

题图：选手在比赛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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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晚，2024 翔安区“和美乡
村杯”百村千人篮球联赛激情开赛，最
燃爆的“草根篮球文旅盛宴”上演。

就在这个盛夏激情的周末，20 日上
午，“2024 红珊车王海峡杯（厦门）邀请
赛 ”同 样 在 翔 安 开 赛 ，加 上 已 举 办 的
2024 年海峡两岸（翔安）青少年棒球赛、
福建省青少年手球锦标赛等，翔安的大
赛不断，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以赛为媒，近年来，翔安积极探索
“体育+”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全力打造
全民健身赛事品牌，有序提高竞技体育
水平，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创品牌
草根赛事推动破圈融合

翔安的篮球历史传统由来已久，早
在 1943 年，珩厝村就已建设乡村首个篮
球场，并成立了篮球队，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该村还被评为福建省群众体育运
动先进基层单位。

翔安的窗东社区篮球队已有 60 多
年历史，篮球底蕴丰厚。去年 CBA 全明
星周末在翔安开赛，CBA 明星球员王哲

林、袁堂文来到窗东社区，与社区篮球
队同场竞技，传为佳话。

而“翔安区村（居）篮球赛”是翔安
区最具影响力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之
一。2023 年，正式启用“和美乡村杯”百
村篮球联赛这一新 IP，95 支参赛队伍，
1140 名参赛队员，近 300 场比赛，最翔

安、最燃爆的“草根篮球文旅盛宴”，让
首届“村BA”火爆出圈。

全民参与，全民畅想篮球盛宴。在
19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2024 翔安区第
二届“和美乡村杯”百村千人篮球联赛）
上，翔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吴善营介
绍：“今年的翔安‘村 BA’赛事总体特点

是百村、百队“双百”千人参赛，每场将
有万人观演。其运营有不少亮点和创
新，首先是预选赛回归村居‘主战场’，
突出‘乡土味’和‘热闹’两个关键词，让
赛事更接地气、更聚人气；其次是引入
球员‘注册制’，避免球员因资格问题而
引发不必要的争端，更具公平和规范，
具体由球员本人登录‘厦门 i 健身’全民
健身智慧平台进行注册，选择代表社区

（村），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审核完成
后本年度将不得更改代表社区（村）。”

值得关注的是，以赛事为契机，翔
安区的“体育赛事+文化旅游+乡村振
兴”的破圈融合发展态势日趋明显。

翔安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邱
海椿说，以赛为媒，展示翔安旅游资源和
乡土文化，以赛兴农，更充分激发了乡村
活力。去年的“村BA”，体育赛事与非遗文
化做了很好的融合，例如在开场植入宋江
阵、拍胸舞及腰鼓舞表演等，充分展现翔
安乡村的风俗人情；面前埔的 6天 6夜超
级马拉松，3000多人参与到嘉年华中，形
成新圩镇的 IP体育赛事；首届春节闽台篮
球邀请赛、2024年海峡两岸（翔安）青少年

棒球交流赛，通过民间体育文化交流活
动，架起两岸沟通桥梁，拉近两岸距离。

强基础
基本实现“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

村民组队参赛，吸引数万人到场围
观，不要门票、不设座位，只有最原始、
最激烈、最热情、最倾情投入，这就是最
接地气的翔安“村BA”赛事。

在这里，教练与球员都并非专业运
动员，他们请假回家、自发参与，连阿公
阿嫲也齐齐上场助阵，你追我赶、分毫
不让、对抗碰撞、热烈非常，充分凸显了
草根味，更充分诠释了全民参与、多项
目覆盖、多层级联动的全民健身意义。

今年以来，翔安已成功举办职工工
间操、职工篮球赛等群众赛事活动 12场
次，吸引全区超6000人次报名参与，项目
覆盖全区各乡镇，形成了“区—镇（街）—
村（居）”三级联动体育赛事活动。

群众体育赛事不断，基础体育设施更
要有充分保障。以挖掘盘活闲置用地为方
向，通过全面梳理摸排，翔安将体育设施
建设与社区提升、“城中村”治理和老旧小

区改造等重点工作相融合，上半年共完成
55处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建
设面积超2万平方米，覆盖九大镇（街），室
内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持续健全完善。

截 至 目 前 ，翔 安 区 共 有 体 育 场 地
2787个、总面积193.9万平方米，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 3.01平方米，超过省、市平均
水平，基本实现“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

同时，依托市体育局“厦门 i 健身”
智慧体育服务平台，翔安将辖区新建改
建的全民健身场地和封闭式管理场地
及时纳入平台，并保持动态更新，极大
提升群众体验感和场地管理效率。截至
目前，共录入 1422 处健身点，其中对外
开放体育设施学校 29 家，智慧健身房 3
家，近邻运动场 57 块，体育指导员驿站
1个，其他一般健身点 1336个。

“ 下 一 步 将 完 善 健 身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努力打造‘15 分
钟便民健身圈’，积极探索‘体育+’文旅
融合发展模式，广泛开展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着力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翔安区政府副区长黄亚祥
表示。 （陈挺 林瑞声 叶晓菲）

厦门翔安“村 BA”火爆出圈，2024翔安区第二届“和美乡村杯”百村千人篮球联赛开赛——

打造全民健身新品牌 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翔安翔安““村村 BABA””篮球联赛火爆开赛篮球联赛火爆开赛。。主办方供图主办方供图

（上接第一版）装备制造、消费品制造回升向好：全省规上装备
制造增加值增长 5.2%、消费品制造业增长 5.1%，合计拉动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2个百分点。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上半年，技术改造升级力度加大：全
省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 8.8%，其中，工业改建和技
术改造投资增长 10.2%。制造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全省制造
业投资增长 18.8%，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97.7%。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8.7%，占全
部投资的比重为 8.5%。

市场主体稳步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市场主体持续增
加：全省共新入库“四上”企业 3833 家，扣除退库单位后净增
加 1017 家，6 月末全省共有“四上”企业 73371 家。民营工业增
速加快：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6%，对规上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为 68.9%。

民生补短板持续推进。上半年，民生相关支出增加：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23.98 亿元，其中，交通运输支出增长
35.1%，环境保护支出增长 10.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8.8%，公共安全支出增长 6.1%。部分民生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全省农、林、牧、渔业投资同比增长 52.8%，水利管理业投资增
长 27.2%，教育业投资增长 26.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