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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赵迪

当兴趣和普惠相遇，聊城青年夜校
火了，两期课程共吸引近千名学员报名
参加。二期课程期间，记者实地探访青
年夜校，沉浸式体验青年人不同寻常的
夜生活。

夜校课堂：课程丰富氛围轻松

傍晚七点，晚高峰刚过，华灯初上的
聊城增加了一抹静谧。一群人或背着乐
器或提着行囊，行色匆匆步入市民活动
中心，开启夜间“学艺”。

3月26日正式开课的第二期青年夜
校，开设文化艺术、职业技能、运动健身、
非遗手作等六大类、44 门课程，吸引了
480人报名参加。

在志愿者引导下，学员们有序步
入各自教室。声乐演唱、钢琴、烘焙、
木艺、美妆、国画、搏击操、民族舞等 9
门课程同时开课。在烘焙教室，十几
名学员围在锅具旁，在老师指导下制
作雪花酥。他们有的负责翻炒棉花糖
和坚果，有的塑形切块，还不时拿起手
机对着作品拍摄，课堂氛围十分轻松
热烈。这期木艺课的内容是学习制作
一双木筷，在老师的讲解示范下，学员
们边听边操作，原本方正的木条经过
量、锯、修、磨、抛等多道工序，慢慢变
成一双手作木筷。在舞蹈房里，民族
舞老师站在镜子旁教学员基本的古典
舞手位，虽然大家毫无舞蹈功底，但站
在镜子旁一招一式认真学习，毫不扭
捏。

和传统夜校单纯学习文化知识和
技术不同，青年夜校侧重于关注青年
的喜好，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更加灵
活多样，满足了年轻人学技增艺、锻炼
身体、放松交友的多元需求。据统计，
青年夜校学员年龄跨度从 60 后到 00
后，其中 80 后 90 后占据主力。学员以
企事业单位职工为主，也不乏自由职
业者和全职妈妈，其中，女性学员明显
多于男性。

课程设置：从“端菜”到“点餐”

聊城青年夜校是共青团聊城市委、
聊城市青年联合会、聊城市青少年宫共
同举办的公益普惠性青年中短期赋能培
训项目，主要依托市青少年宫现有资源，
利用晚上时间，开办青年喜欢的特色课
程。据聊城市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杨晓介绍，聊城青年夜校从去年11月开
始筹备，目前已经开设了两期，共 58 个
专业，72 个班次，近千名学员参加学
习。“青年夜校的老师有高校教师，有各
行业协会负责人，有非遗传承人，还有小
有名气的青年达人。课程设置一是依托
少年宫原有师资情况，开设了舞蹈、书
法、国画、乐器等专业；二是社会上比较
火的专业，如瑜伽、烘焙、木艺等；三是根
据预报名学员的意愿和推荐，开设了搏
击操、滑板、短视频拍摄制作等课程。”杨

晓说。
杨晓介绍，青年夜校的课程设置经

历了从政府“端菜”到学员“点餐”的过
程。“有些提前准备的课程报名参与率不
高，比如一期开设的围炉煮茶，就取消
了，预报名之后我们建立了微信群，很多
学员会在群内就感兴趣的课程进行讨
论，为课程设置提供方向。”记者注意到，
夜校二期课程表上，艺术类课程十分丰
富，包括声乐演唱、民族舞、钢琴、古琴、
吉他、演讲朗诵、毛笔书法等，而且报名
人数比较多。职业技能类课程也比较抢
手，像美妆、手机短视频拍摄剪辑等。但
像剪纸、面花、葫芦雕刻等“非遗”专业遇
冷，剪纸课程只有3人报名。“考虑到这
些非遗项目需要传承普及，虽然报名人
数很少，但依然开设了相关课程。”杨晓
说。

夜校众生：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

上完一节搏击操，00后姑娘单雯倩
已是大汗淋漓。从事社区医务工作的她
和好友宋琦一起报名参加了青年夜校。

“平时晚上回到家很无聊，想给自己找点
事做，青年夜校课程种类多、离家近，课
程时间也合适，我就报名参加了。”宋琦
是一名幼师，出于职业需要，她还报名了
演讲和朗诵课，“我想通过学习演讲朗诵
提升一下个人素质，在工作中能有更好
的表现。”

声乐课结束后，40 岁的许晓菲迫
不及待拉着儿子去吃晚饭。和大多数
就近入学的学员不同，家住东阿的她
要开车 40 分钟专程赶到聊城来上课。

“我报的是声乐演唱课，感觉自己唱歌
不好听，想找专业的老师学一下。”许

晓菲笑着说。因为要赶在晚上七点前
到达夜校，接孩子放学后来不及吃晚
饭，许晓菲就买点吃的在路上解决，或
者等课程结束后带着儿子去吃夜宵。

“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之前在北
京工作参加过青年夜校，没想到现在
聊城也有了。平时白天忙于工作，没
有时间满足业余爱好，青年夜校解决
了这个问题，所以，即使要照顾孩子，
我也报名带他一起参加。”回乡创业的
许晓菲感慨家乡的发展和变化，她希
望用自己的学习热情感染孩子，鼓励
他如果有梦想、有目标就一定要克服
困难努力实现。

34 岁的李秀清是一名自由职业
者，晚上八点半民族舞普及班结束后，
她还在和老师沟通舞蹈动作。李秀清
告诉记者，她和丈夫商量好，两人晚上
轮流照顾孩子，留给彼此一些自由时

间。“大概在 2020 年前后，工作、育儿、
人际交往等带来的压力，让我和老公
喘不过气。我们开始泡各种读书会，
试图找到释放精神压力的途径。我感
觉聊城青年夜校来得太晚了，它给我
们提供了精神食粮，能够填补内心上
的空虚。这里有各种职业、各个年龄
阶段的人群，一开始大家很陌生，慢慢
就有了交流，以后会有更深层次的交
流。这种打破原来固定的圈子，让自
己‘新鲜’起来的感觉非常好，感觉精
神有了寄托。”

37岁的宋安笛是事业单位职员，在
青年夜校，他和妻子成了校友，他报名了
木艺班，妻子则报名了钢琴班。“成年人
学习一门小技能，既能充实生活，还能提
高自我修养。建议青年夜校开设更多的
课程，比如茶艺、插花、古乐器。”宋安笛
说。

让城市之夜充盈文化
——沉浸式体验聊城青年夜校

青年夜校课堂上，学员们在上民族舞课

■ 赵迪

在夜校课堂，看到的不仅是青年
的专注和投入，还有他们的需求和渴
望。也许是为了实现“多才多艺”的
梦想，也许是本领恐慌，也许是打发
漫长夜晚，也许是渴望卸下白天的疲
惫和焦虑……两期青年夜校吸引近
千名学员报名参加。

夜校火，除了价格亲民，内容丰
富多元、服务精细等都是重要原因。
利用青少年宫师资场地办青年夜校
的做法值得点赞，把夜校办得更好，
让师资更强大、课程更科学，让这份
文化“大餐”更可口、更对胃，就需要
下更大功夫。期待聊城更多公共文
化资源“活”起来，为追梦人提灯引
路。

为追梦人执一盏夜灯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丁鲁新

“奶奶，今天我们看了水上飞人表
演，还参加了应急安全知识培训。”5 月
1 日 18 点多，刚刚到家的小明兴奋地向
奶奶介绍这一天的经历，“公园里还有
数不清的鲜花，非常漂亮，我要赶紧打
电话给爸爸妈妈说。”他一边比划一边
说。看得出来，小明这一天过得非常开
心。

小明是高唐县留守儿童，父母在外
地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当天，小
明参加了高唐县民政局联合聊城市阳光
社工服务中心开展的“情暖童心 爱伴童
行”走进自然纵享春趣活动。活动旨在
让留守（困境）儿童近距离接触大自然，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40 多名留守（困
境）儿童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伴下，
走进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度过了难忘
的一天。

活动现场，夹纸跳、团体蹲……一项
项趣味活动引得孩子们连声欢呼；地被月
季、藤本月季……婀娜多姿的各色月季让
孩子们大饱眼福。在应急安全知识培训
中，专业救援人员现场演示、实际操作，讲
解了安全用电、防溺水、防火等安全知识，
为孩子们教授了心肺复苏、日常止血等应
急救护知识。

看着孩子们脸上的笑容，为这场活动
忙活了好几天的工作人员脸上满是欣
慰。“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小花，需要温暖
的阳光和细致的呵护,我们要为他们创造
温馨的成长环境，让他们绚丽绽放。”阳光
社工负责人崔晓伟说。

这次活动，是高唐县民政局深入推
进关爱留守（困境）儿童工作的一个缩
影。从开展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能力
提升培训，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进机
关、进校园、进村居、进广场；从定期开展
留守（困境）儿童关爱走访，到整合多方
社会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服务、安
全教育、冬夏令营、专题研学等活动……
高唐县民政局将留守（困境）儿童的健康
成长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让他们沐浴在
阳光下。

“五一”假期前，尹集镇 12 岁的小航
如期收到了每月的基本生活费。小航的
监护人满怀感激，不停地对工作人员说
着感谢的话。小航的母亲 2022 年不幸
因病去世，2023 年，父亲又因交通事故离
开了人世。高唐县民政局了解到相关情
况后，联合尹集镇政府为小航申请了孤
儿基本生活费，并按照有利于其成长的
原则，妥善解决了小航的监护和安置等
事宜。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留守（困境）儿
童与普通孩子相比，或年幼就遭遇不幸，

生活和心理陷入困境，或从小父母不在身
边，缺少父母关爱，稚嫩的心灵无处安
放。他们更需要悉心呵护。如何保障留
守（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引导他们拥有
更健康的身心？高唐县民政局从有解思
维出发，在生活、医疗、心理抚慰等方面扎
实做好留守（困境）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全
面呵护他们的健康成长。

——组建“三级”未成年人保护网
络。牵头单位出台《高唐县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细则》等系列文件，形
成了“上下联动、全县参与”的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新格局；12个镇（街）全部成立了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站，781名村（居）儿童主
任协同配合，形成“1+12+N”三级未成年
人保护网络。

——推进“三项”工作举措。不断
提高救助标准，2024 年孤困儿童救助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862 元；建立动态管
理制度，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
全县 200 余名孤困儿童实现“应保尽保”

“精准救助”；强化部门信息共享，利用
数字民政平台“身份校验”功能，建立儿
童救助主动发现机制，实现救助“加速
度”。

——筑牢“三类”助学工程。实施“福
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对已纳入保障
的满18周岁继续在全日制学校就读的中
专、大专、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孤儿，

每人每学年发放 1 万元助学金；实施“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为在全日制
中专、大专、本科高等学历教育的在校就
读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学年发放
1 万元助学金；实施“时风”孤儿助学工
程，对考入大学的孤儿给予救助，本科学
生每人每年 8000 元，专科学生每人每年
6000元。

——实施“三类”医疗救助。实施“孤
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免费体检活动，组
织孤儿开展健康体检活动；资助孤困儿童
参保缴费，联合医疗保障部门全面做好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重点困境儿童政
府资助参保缴费工作；实施“护佑健康”孤
困儿童大病保险项目，联合保险公司为全
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
点困境儿童等孤困儿童购买重大疾病保
险。

——深化“三项”关爱帮扶。开展定
期随访，配强配齐儿童督导员、村（居）儿
童主任；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
式，聘请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等专业
技术人员为留守（困境）儿童提供家庭随
访、心理疏导、精准帮扶等个性化关爱服
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关爱活动，培育引
导十余家社会组织、百余名志愿者开展相
伴“童”行、暑期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宣传和
关爱活动等公益活动。

沐浴阳光 尽情绽放
——高唐县推进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张承斌 通讯员 范艳红）“刚收到镇政府通知，4
月27日全镇将实施‘飞防’作业。现在正是槐花开放的季节，我饲养
的蜜蜂较多，3天时间来不及挪移蜂箱，我担心打药会造成蜜蜂大量
死亡，请问能否协调相关政府部门适当延期打药，给我们留出一些时
间挪移蜂箱？”4月24日，冠县柳林镇大界牌村养蜂户杨女士拨打
12345市民热线反映。

柳林镇接诉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对该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因
为当前正是小麦病虫防治的关键时期，冠县农业农村局要求5月1日
前必须完成打药。工作人员积极与冠县农业农村局飞防中心和飞防
第三方进行协调，最终决定把柳林镇排在最后，也就是在4月30日进
行飞防，给杨女士预留充足的时间挪移蜂箱。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回访过程中，杨女士激动地说。

柳林镇

为养蜂户延迟“飞防”

本报讯（记者 郭彦哲 通讯员 孟琳蕙） 记者近日从高新区了
解到，目前，高新区正在扎实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以进一步完善
城市排水系统，改善群众出行环境。

5月4日，记者在黄山路聊大花园小区看到，道路排水改造提升
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该标段共有8条改造路线，总长2500米。项目负
责人陈茏芝告诉记者，他们在施工过程中严把工程进度、质量和安全
关，选择最优路线，合理优化工期，尽可能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做
到安全、文明施工，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在张庄工业园区，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围挡、清理杂物，确保
按时完成改造。张庄工业园区雨污分流现场项目经理郭志鹏表
示：“本次建设内容主要包含道路污水管道铺设及雨水管分
流。我们采取人力上足、机械上足、施工材料提前准备到位等
措施，不断加快施工进度，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企业和居民造成
的影响。”

今年高新区计划投入2000余万元，重点对张庄工业园、黄山路等
实施雨污管网分流，其中新建雨水管网1000米，新建污水管网1000
米，改造污水管网6500米。

高新区

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

本报讯（记者 刘亚杰 通讯员 窦筱雯 卢宪锋）“‘信义东昌
府’微信小程序上，信义积分可以在线兑换物品了！”5月5日下午，东
昌府区的志愿者宋立说。宋立闲暇时间积极参与志愿活动，个人信
义积分已达到1170分。

围绕提高惠民便企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慧化水平，东昌府区将
守信激励应用场景，由线下拓展到线上，打造“政府—居民—商家”循
环聚能的积分惠民闭环体系，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堂邑镇的袁玉红经营着一家服饰店，今年3月，她的服饰店正式
加入了镇“信义商家联盟”，并在平台发放了“信义等级A+及以上满
200立减30”的优惠券。“咱给信义等级高的群众提供优惠，也算是变
相做好事了，再说所有人都能从平台上看见咱的优惠信息和商家具
体地址，也是一种推广宣传。”袁玉红说。

东昌府区依托“信义东昌府”微信小程序，在传统信义积分兑换
激励场景的基础上，创新探索建立线上线下双向激励新模式，形成积
分惠民闭环新体系，提升了全区惠民便企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慧化
水平，并通过平台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基层工作效能、服务效能，有效
解决了“信义超市”商品种类单一、吸引力不强等问题，使“信义东昌
府”品牌深入人心、成色更足。

东昌府区

美德信用激励惠民便企

本报讯（记者 姬翔 通讯员 田寒 刘修滨） 今年以来，茌平区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充分挖掘特色资源，积极培育乡村旅
游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美丽乡村休闲游成为该区乡村产业发展新
的增长点。

“这里环境非常好，而且有很多孩子能玩的娱乐设施，还可以采
摘新鲜的果蔬，我们感觉这里非常好。”5月2日，市民沈荣荣带家人
到茌平区佳乡田园综合体生态园游玩，丰富的亲子旅游项目让她十
分满意。佳乡田园位于茌平区杜郎口镇，占地5000余亩，园内绿树成
荫、鸟语花香，倾心打造的无动力设施儿童乐园、彩虹滑道、萌宠乐园
等游玩项目，成为小朋友们嬉戏的天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园区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融合旅游、农业、教育等多种资源，围绕
中小学研学、劳动教育实践课程打造研学旅游新业态，研学基地定制
了各具特色的劳动主题研学课程，吸引众多学生前来参加，让大家在

“游+学”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今天我们从济南到这里研学，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娱乐

设备很齐全也很有趣，在这里我们玩得特别开心，有种和城市不一样
的感觉。”5月2日，济南枫叶双语学校学生吕云卿说。近年来，佳乡
田园通过打造特色产业、塑造田园风光，已成为一家集农事体验、休
闲旅游、乡村研学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景区知名度、美誉度和游
客满意度不断提升，乡村游交出亮眼“成绩单”。

山东佳乡田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秀丽介绍：“‘五
一’假期，我们举办了凤凰飞天烧烤露营节，组织大马戏、杂技等精彩
演出，以及王婆说媒、露营烧烤、烟花篝火等活动，打造以家庭成员户
外‘陪伴’为主题的生活和文旅场景，吸引了更多游客来品味乡村旅
游的独特魅力。”

茌平区

特色资源助力乡村旅游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