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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凯

2023 年至今，一个行业正在经历寒
冬。钢琴销量断崖式下降，经销商、琴行
纷纷倒闭，严峻的形势也体现在了两大
国产品牌钢琴上市企业的业绩报告中：
2023年前三季度，海伦钢琴营业总收入同
比下降21.99%，净利润同比下降24.70%；
珠江钢琴营业总收入下降31.47%，净利润
暴跌93.54%，只有647.5万元。

钢琴行业遇冷其实早有征兆，唯功
利的教育观催生了过度的需求，使得钢
琴教育的发展失去了健康土壤。很多中
国家庭对钢琴有种特殊的情结，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长认为家里摆一台
钢琴，孩子可以弹奏一曲，这是一种身份
的象征。当然，除了面子，更加功利的原
因是，学钢琴有可能让孩子获得中考加
分。2018 年，国家取消了艺术特长生中
考加分政策，家长带孩子学习钢琴的热

情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自此开始，学
钢琴在很多家长眼里，成了“无足轻重”
甚至“可有可无”的事情，学员大幅减
少。市城区陈口路一家培训机构的钢琴
老师耿老师去年也撑不下去了，转头考
了教师编，用他的话说，“并不是每个孩
子都适合弹钢琴，之前为了加分，家长可
以咬着牙让孩子坚持，现在就感觉没有
学习的必要了”。

在笔者看来，钢琴市场遭遇寒冬也

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因为像钢琴这种音
乐教育本就不应该过分追求经济利益，
所谓的“乐器之王”也并不一定适合每一
个孩子。钢琴卖得多，并不代表家庭音
乐教育基础搭建得好。趁着这次行业遇
冷的机会，家长应该进行更为冷静的反
思，在教育过程中，让美育教育切实去功
利化，让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位。营造
轻松的教育环境，找到适合孩子的爱好
并加以引导，或许比盲目跟风要强得多。

唯功利的教育观该转变了

□ 侯莎莎

近日，东阿阿胶与奈雪的茶跨界
联名升级回归，继去年年初首次跨界
合作引发强烈市场反响后，双方继续
深度合作，创新研发出更具健康特色
的阿胶奶茶产品。这次合作不仅彰显
了两个品牌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更是
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以产品迭代引
领消费升级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据相关报道，奈雪的茶元旦假期
表现优异，全国门店迎来新年第一波
超强客流。“奈雪东阿阿胶奶茶”凭借

“轻养生”健康属性持续火爆，问鼎奈
雪“元旦销冠”。

东阿阿胶是聊城的老字号品牌，
以优质的驴皮为原料，经过精心熬制
而成，具有补血、滋阴、润燥等功效。
奈雪的茶则是年轻时尚的新消费品

牌。纵使是在万物皆可“茶+”的时
代，在奶茶里“泡”阿胶的创意还是略
显超前。新意之下，花19.8元品尝价
格不菲的东阿阿胶，一下子抓住了年
轻人的心。而且，阿胶加奶茶的产品
组合，呼应了职场人的进补养生需求，
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形成热点话题。

近几年，中式滋补食品重获消费
者青睐。从这次升级回归的“奈雪东
阿阿胶奶茶”中，可以看到东阿阿胶满
满的诚意：洞察到年轻人冬日容易犯
困、不爱穿秋裤、怕寒等痛点问题，暖心
地在东阿阿胶、蜜香红茶、银耳等原配
方基础上加入桃胶，向大众传递了“东
阿阿胶小金条随时随地补”的认知。

此次跨界联名，将东阿阿胶的传
统滋补文化与奈雪的茶现代饮品创意
相结合。一方面，东阿阿胶借助奈雪
的茶，向年轻消费群体传递了传统滋

补品美容养颜、保健养生的功效。另
一方面，奈雪的茶通过与东阿阿胶的
合作，丰富了产品类型，推出了独具特
色的联名茶饮，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
养生的需求。

当然，这一跨界合作的意义不只
如此，它还是一次传统元素与现代元
素相融合的尝试。在当今社会，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
强，传统滋补品与现代饮品结合，市场
潜力巨大。通过跨界合作，两个品牌
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联手开拓更
广阔的市场。

此次“东阿阿胶×奈雪的茶”跨界
联名，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独具特色
的产品体验，更为品牌间的合作开创
了无限可能。期待未来聊城有更多品
牌尝试跨界合作，拥抱消费者新需求，
开拓消费新场景。

从阿胶奶茶“出圈”说起 □ 张颖

每年寒暑假，子女看
护难问题让家长很是犯
愁。

为缓解中小学生假期
“看护难”问题，聊城市教
育和体育局等8部门联合
发布通知，要求中小学校
开展寒假托管服务。随着
一些寒假托管班相继招
生，各种课外活动和兴趣
班也陆续开设，为学生们
提供了一个可自主选择的
安全、有益的假期环境，既
能让家长们安心工作，也
能帮助、引导更多孩子安
全度过寒假。

事实上，早在 2021 年
7 月，教育部就印发了《关
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
服务的通知》，支持有条件
的地方积极探索开展暑期
托管服务。山东省有关部
门也出台了关于做好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假期托管服
务工作相关政策，我市部
分县（市、区）亦积极开展
试点工作，整合资源，探索假期托管服务。
一系列“官方带娃”政策的出台，解决了广大
双职工家庭的现实难题。

针对当前假期托管服务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笔者建议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
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开展假
期托管服务，切实满足辖区广大家长需
求，解决儿童青少年假期“看护难”问题。
假期托管班要坚持家长学生自愿报名、教
师志愿参与原则，依据上级相关文件规定
确定收费标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适
当予以减免，进行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
对参与教师给予适当补助，并将志愿服务
表现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同时，要
由社区牵头打造社会性公益托管服务，整
合辖区内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农家书
屋、村史馆、未成年人活动中心、多功能活
动室等场所资源，借助展览馆、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等社会教育资源，动员妇联、团
委、工会等组织的志愿者共同参与，组建
功能齐全的“公益托管”阵地，构建起家庭
监护、学校教育、社会帮扶的三位一体立
体化托管模式。

要想“托”出安心，“管”出放心，还应建
立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参与托管服务人
员的安全责任，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加强安
全卫生教育，切实消除托管场地安全隐患等，
真正做到不仅“有人管”还要“管得好”，不断
为孩子们拓展安全、快乐又有益的假期新生
活，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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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晓丹

夜校火了。
在上海，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推出

的2023年秋季班开设了382门课程，1
万个学习名额吸引了超过 65 万人在
线抢课。在广东，广州青年文化夜校
坚持公益性，青年无须支付学费，街舞
和吉他进阶课程一经推出即爆满。在
重庆，江北区观音桥青年夜校开班 3
个月内已有超过200名学员，潮音乐、
潮非遗、潮手工等形式多样的课程供
不应求。某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以
来该平台“上夜校”的搜索量同比增长
980% ，相 关 帖 子 评 价 数 同 比 增 长
226%，夜校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夜校为什么这么火？除了价格亲
民之外，课程内容丰富多元、文化服务
日益精细都是重要原因。在一些青年
文化夜校，学员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
识，还可以感受舞蹈声乐、即兴戏剧、
非遗手作的魅力和风采。有的夜校将
授课内容从传统的文化课拓展到生活
时尚领域，红酒品鉴、点心制作、Vlog
拍摄等课程让参与者在工作之余有了
习得一技之长的机会。夜校以全新面
貌走进年轻人视野，上夜校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主动选择，这从一个侧面说
明，文化产品和服务要想获得更多人
的喜爱和欢迎，必须推陈出新、与时俱
进。

夜校走红的背后，是水涨船高的
文化需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
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走进夜校是
一次充盈心灵、探索人生更多可能的
积极尝试，代表着一种学习进取、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不论是在学习中结
交志趣相投的新友，还是感受兴趣的
纯粹，无不为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写下生
动注脚。

掌握一项技能、满足兴趣爱好、休
闲放松……人们选择上夜校的原因多
元多样。把夜校办得更好，让这份文
化“大餐”更可口、“对胃口”，就需要在
精准对接人们的学习需求上下更大功
夫。在这方面，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
索。比如，广州青年文化夜校把“端
菜”和“点菜”结合起来，根据青年“票
选”情况设定课程内容，同时聘请一批
行业专家担任导师。又如，河南洛阳
洛龙区市民艺术夜校根据居民的兴趣
意愿、学习效果等进行课程设置，顺应

呼声特别开设茶道等课程。掌握服务
对象的特点和需求，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供需匹配程度，才能让服务内容更
加贴近群众生活和实际，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还应看到，不少夜校课程一经推
出即爆满，也反映出当前夜校存在资
源较为紧张、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
更好满足群众的学习需求、精神文化
需要，要在大力发挥公共文化机构作
用的基础上，搭建更多平台，探索社会
力量参与的创新方式和途径，想方设
法扩大文化供给，不断提升文化供给
的能力和水平，让更多人在家门口享
受到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承载
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因
地制宜建设城市书房、城市书屋，到在
充分挖掘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的基础
上建设乡村书屋、乡村礼堂，再到许多
博物馆推行夜间开放、延时开放，善用
活用各类公共文化空间，才能增强文
化服务的实效性、精准性。提供更多
更好的精神食粮，以公共文化服务点
亮美好生活，一定能不断增强人们的
文化获得感。 （转自《人民日报》
2024年1月16日第05版）

读懂夜校走红背后的文化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