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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一个听起来颇具年代感的
词，却成为“打工人”夜生活的新宠。
去年底，武汉市东西湖区在社交媒体
圈频频出圈的“青年夜校”，从运动健
康到生活美学，从非遗技艺到传统手
艺，21节“夜校”课程包罗万象，吸引
了500多名学员报名参加。

今年，第二期“悦享青春”新文艺
青年技能提升套餐备受关注，经过广
泛收集青年们的意见和建议，筛选出
更受学员们喜欢的课程。每月四门
课，每场课程上线便迅速被抢光，场
场人气爆满。

上夜校，主打一个放松身心

3月19日晚上6点半，学员们陆
续到达东西湖区工人文化宫“青年夜
学”教室，在专业手工老师的指导下，
学员们认真细致地开始制作“波希米
亚风格包包编织”。

“不打卡、不内卷，上夜校，主打
一个放松身心。”家住吴家山的陈卫
平日里就喜欢制作各类手工，凭借共

同爱好，在夜校学习的她分分钟“破
冰”结交新朋友，在她看来，同样是
玩，在夜校，一群人玩更有趣！

活动现场，青年学员以女同学居
多，李闯是30名学员中唯一的男同学，
他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他都想学习手
工编织，将自己编织的包包送给自己
的爱人，让他没想到的是，夜校的课程
就像演唱会门票一样，需要“秒杀”。

“第一次没报上名的时候还有点
小失落，昨天看到活动群里发通知，
有补录名额，我就第一时间报名了。”
他说。

虽然动手制作对李闯来说，有一
点点难度，但是在老师的帮助下，零基
础的他也在课程结束以前，完成了自
己第一个亲手编织的包包。让他更没
想到的还有，家门口学到真本事，这样
的夜校“文化套餐”，让他“对了胃口”。

“成人版”少年宫
丰富青年精神世界

“教学完全是从个人爱好出

发，目的也是丰富青年的精神世
界。”有人这样形容，青年夜校更像
是“成人版”的少年宫。对于一些
年轻人来说，这些看似“无用”的课
程，才是人生第一节真正意义上的
兴趣班。

除了第一次体验夜校课程，
现场还有不少老学员的身影。去
年的课程里，学员葛薇就“薅”到
茶艺、非洲鼓、书法、烘焙、手工编
织等好多个课程的“羊毛”。这些

“羊毛”让她觉得，在东西湖生活，
有幸福感和满足感。

今年，她在学员群关注到三月份
开启新的课程，她自己不仅再次报名
参加，还带上她的好闺蜜毛学倩一起
来上夜校“薅羊毛”。“没想到夜校的
课程，有一种让人治愈的感觉，下次
我还想来。”两个多小时的手工制作，
毛学倩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包包，爱
不释手。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员们认真地
学习制作手工编织包包。

据介绍，与去年开设的课程不
同，今年的课程是在第一期的21节
课结束后，通过调查问卷摸底，了解
到舞蹈、手工制作课程比较受欢迎，
于是将这两门课程安排在了2024年
第二期的前四节课。第二期课程定
为每月4节课，每周二19点在东西湖
区工人文化宫准时开课，想报名的学
员可通过团市委青年夜校平台报名
参加。

同时，东西湖团区委还关注
到，夜校的火爆，不仅仅是知识、技
能的传递。一方面是让青年共同
受益、共同进步，找寻自己的幸福

“夜生活”，提升居民实打实的幸福
感、获得感，另外一方面，还将向

“宝妈”、自由职业、新业态青年们
倾斜，通过开展技能课程，让大家
既富“脑袋”又富“口袋”，让更多青
年融入东西湖，全面参与东西湖的
发展。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东西湖
频道 作者 徐卉婷 徐佳宝 于子涵）

根据学员喜好设置课程

东西湖青年夜校抢课需“秒杀”

4月8日晚，随州市曾都区青年
夜校第一期开课。本次课程邀请了
多芬琴行老师为到场的10余名青年
带来了一场既生动又有趣的吉他课
程，在点亮青年夜生活的同时，为曾
都青年充电赋能。

“吉他有六根弦，每根弦都有对
应的手指，弹奏时要把握好节奏，跟
上节拍。”课堂上，吉他老师从基础的
吉他演奏技巧开始教学，详细讲解了
吉他的结构和演奏方法，青年们热情
高涨，认真聆听，从无所适从到慢慢
上手，新手也能够零基础快速入门，
解锁音乐“哆来咪”，现场气氛十分活
跃。

“作为青年人，在工作之余也有

学习其他技能的需求，青年夜校跨领
域地进行资源整合，让这些优质的公
共文化资源，真正惠及到了我们年轻
人，在青年夜校也确实学到了很多有
用的知识。”现场一名青年学员表示。

团区委表示，将继续以“青年夜
校”为载体，聚焦青年对理论提升、文
化生活、素质教育、技能学习、身心健
康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持续开发更多
类型的课程，进一步丰富、调整和优
化青年夜校课程，提高课程实用性，
拓展办学资源和渠道，为曾都青年成
长成才“充电赋能”，切实提升曾都青
年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曾都频
道 作者 李梦璇）

曾都首期青年夜校开课

丰富青年的业余生活，助力个
人技能与兴趣的全面提升。4月10
日晚，由共青团石首市委主办的青
年夜校拉开帷幕。首期课程以“肌
理画创作”为主题，在城市广场顺利
开展，标志着学员们正式步入了兼
顾工作与学习的全新生活模式。

在“肌理画创作”课堂上，大家
热情高涨，早早地到达教学现场进
行签到，来自该市35周岁以下的20
名青年参加了本次学习。课堂上，
老师细致耐心地介绍了绘画的相关
技巧和工具用途，指导学员们如何
混合颜色，使用石英砂以及刮刀，让
每个人都能亲手制作出独特的肌理
画作品。

在筹备阶段，石首青年夜校创

新采用“点单式”服务模式，通过“共
青团石首”公众号发起的公开投票
决定课程内容。经过351人的参
与，共计投出了1189票，确定了瑜
伽、肌理画、书法、摄影等青年需求
高涨的课程。依照投票结果，4月
课程安排包含肌理画课、瑜伽课和
摄影课，课程时间定于每周三晚上
7点。

青年夜校负责人介绍，后期课
程也会根据青年反馈的需求不断对
课程进行动态调整，让石首年轻人
打开“夜生活”的别样方式，进一步
满足石首青年“自我提升”“解压”

“社交”等成长需求。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石首频

道 作者 周小倩 李中一）

课程内容投票决定

石首青年夜校
解锁花样夜生活

麦芽糖，是80、90后的一段
甜蜜回忆，更是过年时候，各种零
食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原材料。和
普通软糖不同的是，麦芽糖，是精
选小麦熬煮而成，健康又美味，而
用古法手工制作的麦芽糖，更是
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走进建始县长梁镇双河村，方
家兄妹正在做着熬糖的准备，房间
里也摆满了各种工具和原材料。

“麦芽糖虽然好吃，但是制作
工艺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要将优
选的小麦浸泡，发芽之后将它熬
煮，还要过糖，之后再熬煮，整个
过程需要二十多个小时，才能熬
出一锅传统又正宗的麦芽糖。”建
始县长梁镇双河村村民方莉萍
说。

麦芽糖的选材也是非常重要
的，方家兄妹选用的是当地精选
小麦的种麦，经过熬煮后，麦芽糖
的香甜味道就会慢慢散发出来。

熬煮麦芽糖的过程也需要耐
心和技巧，确保糖浆不会糊化或
变质。火候的掌握非常重要，火
候过大，糖浆会变得焦黄，口感也
会变得苦涩；火候过小，糖浆会变
得稀薄，无法凝固成麦芽糖。熬
制过程中，需要有人在一旁一直
守着。

“接下来，过滤糖浆，以去除
其中的杂质和固体颗粒，随后再
次加热，以进一步浓缩糖分子。
这样做出来的麦芽糖，香甜不腻，
入口即化。”方莉萍说，经过二十
多个小时的等待，糖浆逐渐变得

浓稠，舀起一小勺糖浆慢慢滴落，
就代表麦芽糖熬制成功。

“麦芽糖可以单独吃，还可以
混合花生、大米等做成各种米糕，
所以，搅拌糖和切糖的手艺就很
重要了。要将熬好的麦芽糖迅速
混合，冷了就容易搅拌不均匀。
切糖的时间也要把控好，太早糖
会散，太晚硬了切不动，我们的手
艺祖祖辈辈传下来。过去，各家
各户会邀请我们的父辈们到其他
村里帮忙切糖。”方丽萍骄傲地
说。

麦芽糖不仅味美香甜，更是
成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来源。随
着老手艺人们年纪大了，为了让
这门手艺不失传，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接过了这份“甜蜜接力棒”，
将祖辈们的手艺传承下去。他们
与村集体合作，在原有产品上进
行改造升级，并通过电商平台，将
正宗、传统又健康的麦芽糖销往
全国各地。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建始
频道 作者 田莉 樊柳依 张俊
杰）

传承古法技艺
熬出“甜蜜”致富路

4月15日，宜昌市夷陵区鸦
鹊岭镇三岔河口，数只白鹭从波
光粼粼的河面上掠过，嫩绿色的
护坡上蝴蝶翩飞，一幅美丽的生
态风景画跃然眼前。

三岔河口是三条河交汇的地
方，泉河、白河、墩子河在这相融
后流入玛瑙河。

玛瑙河，属长江一级支流，其
支流和主流串联起了鸦鹊岭镇的
16个村，流域内总人口 4.79 万
人，面积205平方公里。当前，夷
陵区正在打造以玛瑙河流域为单
元的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
带，初步形成流域两岸生态美产
业兴的产业布局和生态布局。

墩子河流经的田畈村流域，
几名工人正在两岸的护坡上种
植红叶石楠。“目前已挖出淤泥
3000多方，完成了三座生态坝
的坝体施工，种植了600多平方
米水生美人蕉对水进行净化。”
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组
长吴和永介绍，河道边的步道正
在刷黑，民居旁的口袋公园正在
打造中。

该项目是墩子河流域生态修
复工程，投资150万元新建生态

坝3座、维修生态坝1座，开挖清
理河道1255米，目前已经进入到
收尾阶段，预计4月底完工。

“过去河中淤泥多，如今水流
得欢畅多了，经常能看见小鱼小
虾。”村民李守坤表示。

集镇污水管网改造项目、海
云村人居环境改造项目、江苏大
楚环保高端智能环保装备生产基
地项目……截至目前，玛瑙河流
域乡村振兴示范带已开工16个
项目，总投资约3.2亿元。

“示范带以玛瑙河流域为范
围，以简垱河、墩子河、泉河、白河
四条河流为规划重点。”吴和永介
绍道，示范带将形成以高铁北站
产业园、精品粮油示范带、优质柑
橘示范带、城郊设施蔬菜示范带
的“一园三带”产业发展格局。推
进乡村振兴成势连片，夷陵区科
学谋划，今年将玛瑙河流域乡村
振兴示范带同玛瑙河（墩子河）小
流域综合治理试点区建设一并纳
入“四个重大”进行管理和调度，
分批次谋划319个项目，预计总
投资315.2亿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夷陵
频道 作者 岳黎）

新开工16个项目

打造玛瑙河流域
乡村振兴示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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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承载着时代记忆的“夜校”，再一次重回视野。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声乐、美妆、健身、书法、花艺……内容丰富的新潮课程，不仅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兴趣，也让人从中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心灵寄托。

为满足青年对理论提升、文化生活、素质教育、技能学习、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湖北各地陆续开办青年夜校，开设

各种课程活动，让更多青年在业余时间有新追求、好去处，吸引更多青年主动提升自我、拥抱新时代。

“禁止电瓶车进入电梯，请
立即退出，谢谢合作。”4月 11
日，宜城市天王荣城国际小区物
业管理人员陈明功，刚把电动车
推入电梯间，电梯内便发出语音
警告。无论他怎样按关门键，电
梯门都无法关闭，只有将电动车
推出电梯间后，电梯才恢复正常
运行。

今年3月初，该小区内5栋
楼10个电梯间全部装上电动车
智能阻车系统。系统能够识别
进入电梯间各种类型的电动车，
轮椅、婴儿车等则不受影响。

小区电动车违规进梯入户
充电，既影响住户上下楼出行，
又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破解
这一难题，宜城市探索在各小
区用技术手段“拒载”电动车上
楼，从根源上杜绝消防安全隐
患。

今年以来，宜城市各个物业
公司陆续购买符合技术标准的
电动车智能阻车系统，在市应急

管理局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安装和使用。目前，各小区居民
楼前、电梯口均贴上“禁止电瓶
车进楼道”标识，当电动车进入
电梯，会被电动车智能阻车系统
侦测，设备自动触发电梯运行管
理功能，使电梯门关不上，同时
进行语音提示。

随着电动车智能阻车系统
在宜城全市逐步推广使用，电动
车上楼入户充电带来的消防安
全隐患基本消除，但是小区居民
电动车充电成了新难题。各小
区物业公司在市应急管理局和
社区指导下，专门在小区内划分
固定区域，设置约100个充电装
置，同时配备消防设施，让小区
居民充电更便捷。

“小区装了充电桩，电动车
充电既安全又方便，1块钱可以
充4个小时，价格实惠。”居民张
家荞说。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宜
城频道 作者 李锋 刘毅）

拒绝电动车上楼

推广智能电梯阻车系统

4月15日，恩施州城如亦小院茶舍，高级茶艺师石芬（中）正在
给青年夜校茶艺班第一期学员授课。近年来，茶文化和消费受众
不断年轻化，恩施团州委推出的“青年夜校”茶艺课程一公布便受
到年轻人的欢迎，20个名额一抢而空。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恩施市频道 作者 梅珂）

“青年夜校”茶艺课程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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