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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轻拂，荷香阵阵。太阳刚刚升起，
山东省东平县新湖镇东平湖畔，窦府营村的
藕塘已经热闹起来。养殖户苏义太正忙着在
水里“淘金”，只见他将一个个地笼从塘里拉
起来，不多时，几大筐体态饱满、色泽红润
的小龙虾就整齐地码放在了岸边。几位早来
的客户迫不及待地自己动起手来，过磅、扫
码、装车，一气呵成。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
旺季，作为夜市里的当红“明星”，苏义太藕
塘里的小龙虾供不应求。

苏义太的养殖基地毗邻东平湖南岸，
这里水生态环境优良，为水产养殖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70 多亩的藕塘，全
部采用“藕虾套养”技术，通过搭建藕虾
共 生 的 循 环 生 态 ， 不 投 放 破 坏 水 质 的 饵
料，养出的小龙虾绿色安全、肉质鲜美，
十里八乡小有名气。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
要途径，新湖镇近年来着力做好“土特产”
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东
平县大力发展30万亩设施农业和30万亩生态
渔业整体规划下，新湖镇抓住机遇，转变发
展思路，依托丰富的水田资源，确立了打造
万亩生态渔业的发展路径。

“我们镇里的谢花藕也是特色产品。”新
湖镇党委副书记李洪武指着面前的一片藕塘
说，“所谓谢花藕，就是荷花凋谢后就可以采

收的藕。你看这边，有一些花快落了，下面
的藕从塘里挖出来，洗洗就可以生吃，又甜
又脆！”

为更好地服务养殖户，新湖镇通过党建
引领，搭建起渔业技术推广、标准化建设、
产业结构调整为一体的产业服务平台。为实
现生态渔业延链补链，不断拓宽市场，新湖
镇成立山东鑫湖生态农业发展公司，建设了
2000 余平方米的加工厂房、冷藏量为 600 吨
的冷库，推进加工速冻小龙虾、速冻淡水鱼

食品及莲藕产品的项目建设，实现生鲜虾
尾、即食龙虾、荷叶茶、藕粉等特优农产品

“产运销”一体化，也为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
岗位。

红红火火的水产养殖，吸引了一批年轻
人和技术人才回乡就业。窦府营村村民孙
培良以前搞过养殖，掌握一定技术，回乡
后承包了 9 亩池塘，还担任了合作社副社
长，专门为村民提供技术服务。“村里有了
产业，一年下来能挣八九万元，不比外面

差。”孙培良说。
目前，新湖镇藕虾套养面积已达 1 万

亩，年产值过亿元，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途径，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蹚出了好路
子。“今年，东平县蔬菜批发交易市场也投入
运营了，以后我们特色农产品的销路更广
了。”李洪武说。

然而，十几年前，这里是另一番光景。
新湖镇地处黄河重要蓄滞洪区，地势低洼，
洪涝频发，湖区百姓“靠湖吃湖”，过度捕
捞、无序养殖、污水乱排，导致湖水水质下
降，鱼虾减产，生活水平徘徊不前。近些
年，当地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力
度，东平湖又恢复了往昔的生机，一波碧水
如蓝宝石般镶嵌在齐鲁大地上。环境美了，
游客也多了起来，新湖镇踏上了文旅融合发
展的新赛道。

夜校开课 供不应求

每周四晚上 8 点，济南市图书馆一派灯火通明，短视
频剪辑课程的教室里座无虚席，学员们正在夜校老师的指
导下，练习短视频的制作剪辑。到这里上课的学员都对短
视频剪辑有着浓厚的兴趣，课堂气氛轻松活跃。下课后，
学员还追问老师短视频拍摄、剪辑技巧。

“搁以前，下了班，往家里一躺，拿出手机一刷，一晚
上时间就过去了。”学员温丛告诉记者，现在到夜校学习提
升，下班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了起来。

温丛是一名房地产从业人员，因工作原因，经常接触
到短视频。“我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指导，总感觉在拍
摄思路、剪辑技巧上有欠缺。”在温丛一筹莫展之际，济南
市图书馆夜校 2024 年春季班开设了短视频剪辑进阶课程，
于是温丛就报名参加了课程。

进阶班适合有一定短视频拍摄、剪辑基础的人学习，
但是授课老师也尽量照顾温丛近乎“零基础”的情况。为
了追赶同学们和老师的上课进度，她课后常常反复练习，
并有针对性地补习一些基础知识。

作为一种利用晚上非工作时间进行再教育的教学模
式，夜校曾经在上世纪 80 年代受到许多年轻人欢迎。后
来，随着高校扩招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地夜校逐
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最近，各地夜校又重新受到年轻人
的青睐。

2023年11月，济南市图书馆发起“如果你的城市有夜
校，你会去上吗？想学点啥？”调查问卷，以问卷调查的形
式，了解市民对夜校课程的意见。

“调查问卷发放后，济南市图书馆共收到市民读者们提
交的 3000 余份问卷。”济南市图书馆文化活动部主任李德
虎介绍，“我们将调查问卷进行分类归纳，根据市民意愿确
定了首批开设的课程。”

2023年12月28日，第一期济南图书馆“市民夜校”正
式开课，共设有 9门课程，内容贴合年轻人的需求，包括
零基础化妆课、咖啡品鉴与制作、整理收纳课程等。

夜校一开启，就迅速走红。当时，9 门课程同步开
班，1.9 万市民同时在线争抢 270 个入学名额。“化妆课 50
秒告罄，掐丝珐琅课1分钟内满员，手机短视频剪辑课2分
钟内报满……”李德虎说，没抢上课的市民纷纷留言，希
望增加课程。

据第一期夜校数据统计，学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
有在职教师，也有自媒体人等。“市民夜校”的开办，为城
市青年提供了更多学习资源和机会。

资源整合 教学相长

今年，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对多元品质文化生活需
求，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前期济南市图书馆夜校基础
上，进一步整合全市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资源，推
出济南“‘YEAH归人’泉民夜校”。

其中，由济南市图书馆主办的济南“‘YEAH 归人’
泉民夜校”共计58门课程，可供2100多人共同学习。由济
南市文化馆主办的济南“‘YEAH 归人’泉民夜校”共计
30多门课程，近千名学员参加学习。

济南“‘YEAH 归人’泉民夜校”在课程设置、校区
布局、师资配备等方面均进行了全面提升。“增加教学点
后，市民不仅能在专业机构里上夜校，也能够在家门口，
在热门文化‘新空间’里就近选择自己心仪的课程。”济南
市文化馆副馆长张钧善说。

为了让学员们有更好的体验，济南市文化馆以及各夜
校教学点还对馆内排练厅和教室进行了改造升级。

“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增加了运动健身类课程和中医养
生课程。”张钧善介绍，济南“‘YEAH 归人’泉民夜校”
采取延时开放、公益性低收费的方式。

在接到济南市文化馆任课邀约时，化妆师张明毫不犹
豫就答应了。她从事化妆工作13年，深爱这份工作，积累
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在张明眼里，担任夜校老师并不是额外的工作量，而
是一个和大家分享知识的好机会。“晚上下班后，把我积累
的知识分享给更多年轻人，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张
明说。

张明所在的化妆班有 20名学员，整个课程规划 8个学
时，每个学时一个半小时，每周三晚上 7点开课。学员中
80后、90后居多，也有少数初入职场的00后学员报名。

“每次为学员们讲解新的化妆技巧时，我会在其中一个
学员脸上画一半，让学员自己再画另外一半。”张明说，平
时给播音员化妆是处在紧张的状态，在夜校给学员们上课
则是工作之外的放松，收获了很多快乐。

张明说，有些妆面她在工作时不大使用，在教授学员
的时候，又重新和学员们一起熟悉、学习了一遍，对自己
也是一种提升和进步。她期待下一期课程时还能到夜校当
老师。

“目前开课教师队伍由各级文化馆业务骨干、文化驿站
和公共文化空间所属专业教师以及部分外聘教师组成，其
中兼职教师约占一半。”张钧善介绍，兼职教师由济南市文
化馆工作人员从100多名教师资源库中筛选出来，“教师资
源库是我们从高校、科研院所积累的资源中经过精挑细选
建设起来的，夜校的老师可谓优中选优。”

精耕细作 广受欢迎

在年轻人占比较高的社区里，夜校尤为受欢迎。
周三晚上，济南高新区舜华路街道凤凰国际社区青

年夜校“尤克里里”乐器课程开课。课程涵盖了持琴姿
势、各部位学习、调音技巧等内容。老师轻轻拨动琴
弦，耐心细致进行指导，学员们模仿老师的动作，让音
乐在指尖流淌。

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凤凰国际社区通过社交媒体、
楼宇公告等方式将夜校课程设置等信息告知社区居民。社
区提供上课地点，老师则由社会组织负责招募。

凤凰国际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利红介绍，
凤凰国际社区辖区内有多处商业区，居住者多为创业的青
年人，社区开办的青年夜校，成为广大青年下班后放松、
学艺和交友的新平台。

对于如何开办青年夜校，凤凰国际社区广泛征询了年
轻居民意见。李利红说，青年群体的特点及其多样化需求
决定了课程设置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要灵活、
丰富。每门课的开课时间固定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频
次是每周一节课。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了解青年人的需求，找准最大公
约数，坚持课程设计贴近青年，增加课程名额，丰富课程
内容，目前中医、美妆、书法、短视频等课已经提上日
程，我们努力做到‘问道’于青年，‘授业’于青年。”李
利红说，社区还将坚持多方整合资源，精耕细作，挖掘更
多的社会力量、专业力量共同参与进来，不断释放青年夜
校效能。

不久前，位于济南高新区的汉峪金谷人力资源产业园
里，飘荡着香浓的咖啡味。“潮梦创谷”青年夜校创意咖啡
初阶班二期课程正在举办结业仪式，学员们纷纷展示咖啡
制作的学习成果。

“最初报名夜校是为了打发时间，没想到学到了这么多
咖啡知识，掌握了手冲、拉花等技能，还结交了一群同样
喜欢咖啡、热爱生活的同学。”学员高畅告诉记者，她是一
名设计师，未来计划继续报名夜校的进阶班课程，做一名
专业的咖啡师。

心理咨询师刘颖是“潮梦创谷”青年夜校化妆课的学
员，每节课她都提前半小时到教室，还经常在微信群里与
老师同学们讨论化妆技巧。“学习化妆让我越来越自信，能
更好地在工作中展现职业形象，更好地与需要帮助的咨询
者进行沟通。”刘颖说。

“济南高新区的青年夜校是去年 10 月筹建的，目前已
开设汉峪金谷、凤凰国际社区和雨滴广场 3处学习点，服
务青年860人次。”济南高新区党群工作部统战群团办公室
负责人李璐介绍，济南高新区团工委坚持互联网思维、市
场化路径，委托社会组织提供运营保障，通过片区两委、
团青组织、青年社群调研青年需求，延伸工作触角至园
区、社区、商圈等，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发布夜校报名
信息，受到青年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王子健、李贤磊参与采写）

照片说明：
图①：在济南市图书馆中心馆，夜校学员在学习美妆

技艺。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图②：夜校学员在临摹梵高名作《星空》。

孔德明摄
图③：夜校学员在老师的指导下了解木工制作的基本

知识。 郭良男摄
图④：夜校老师正在讲授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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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东平县新湖镇：

生态渔业拓宽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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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南市——

夜校“潮课”，丰富年轻人夜生活
本报记者 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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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济南市，图书馆、文化馆、社区主办的各类夜校广受欢

迎，上夜校成为年轻人时髦的生活方式。

上夜校究竟能学啥？AI办公、短视频剪辑、舞蹈声乐、非遗手

工、美妆健身、书法花艺……泉城济南的夜校“潮课”，丰富了年轻

人的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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