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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顾小立 李晓婷 张 格

艾草花束火爆“出圈”，龙舟竞
渡激发文旅消费，“露营过端午”成
为年轻人度假新选择……在刚刚过
去的端午假期，显时尚潮流、重文化
底蕴、求鲜明个性成为端午消费的重
要特征。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2024年端午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合计1.1亿人次，同比增长6.3%；国内
游客出游总花费 403.5亿元，同比增
长8.1%。

专家建议，进一步找准文旅产业
融合的契合点，运用现代美学为传统
民俗产品注入新活力，瞄准年轻消费
群体打造更多“小而美”的文旅精品，
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机。

创意迭出，传统民俗
产品火爆“出圈”

传统艾草加上菖蒲、香樟叶，搭
配上铃铛、寓意福禄的干葫芦与精心
设计的端午安康卡，一束时尚而别具
特色的艾草花束，在这个端午节成为
最火的产品之一，多次登上社交媒体
平台热搜。

在重庆市解放碑商圈记者看到，
艾草花束被挂在了不少商铺最显眼
的位置，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选
购。来自四川的消费者张冰宁说，挂
艾草一直是端午节的习俗，但现在的
艾草花束既保留了传统寓意，又结合
了潮流元素，让她和身边的朋友有耳
目一新之感。

一些商铺经营者告诉记者，艾草

花束“火”得非常快，最早是在抖音、
小红书等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因新奇
而分享照片，随后线下前来购买的
人越来越多，有时甚至要在店门口
排起长队。他们也经常认真去看网
友们的留言，每天分析大家喜欢的

“爆款”有什么特点，紧跟大众最新
审美口味。

在湖南，作为省级非遗项目“汨
罗香囊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戴芸伊和团队成员在端午节推出的
创意产品“楚辞香囊”迎来了一波销
售热潮，源源不断地接到来自全国各
地的订单。

“我们将相关诗句、植物纹样
绣制在香囊上，并使用《楚辞》中
提及的、具有芬芳香气且寓意美
好的植物作为香料，以此来传递
屈原文化和《楚辞》之美。”戴芸
伊说。

“过去一些商家会觉得，‘网红
产品’一定要特别标新立异，传统
民 俗 节 日 的 产 品 大 家 已 司 空 见
惯，似乎没有‘出圈’的潜质。但这
次艾草花束的火爆启示我们，要
在善用数字线上平台的基础上，
运用现代美学为传统产品注入新
活力，让‘老树’开出‘新花’。”工
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
员盘和林说。

文化赋能，促节日消费
潜力释放

今年端午假期首日恰逢“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各类文博场所成
为不少年轻人“打卡”的首选。在

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大戏台上，
重 庆 市 话 剧 院 的 演 员 们 身 着 华
服，诵读着著名剧作家郭沫若创
作的历史题材话剧《屈原》，台下
传来阵阵掌声。

湖广会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个假期他们在演出形式上进行了
创新，准备了融合诗歌诵读与戏剧于
一体的文化赏演、《醉巴渝》非遗文化
演出、端午粽子拟人化NPC表演等活
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假期中，群众赛龙舟、吃粽子、唱
山歌、赏古曲，传统文化内涵与节日
消费深度融合。

广东、湖南、浙江、贵州、云南等地
举办龙舟竞渡。携程数据显示，举办
2024年中国汨罗江龙舟超级联赛的
湖南岳阳端午节旅游订单同比上涨
52%；中国·桃花潭第十一届龙舟赛带
动安徽宣城假期旅游订单增长32%。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加强文博、
旅游等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让传
统文化的浓厚底蕴与旅游发展进一
步深度融合，将有利于促进消费回升
和潜力释放。

盘和林表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所在，找准文旅产业融合的契合点非
常关键。要进一步做好专业文化工作
队伍建设，活化相关资源的使用效
益，把端午等传统民俗节日的旅游市
场进一步做大做强，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活力。

个性出游，设计更多
“小而美”精品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露营

过端午”成为一些当地年轻人度假的
新选择。端午节当天，一些游客自驾
来到郊区村镇，白天和家人一起在户
外包粽子、体验制作漆扇，傍晚在露
营基地附近玩飞盘、品茶饮。

宁海一家露营基地负责人周耀
辉告诉记者，假期他和同事开发了

“民俗+生态游”的露营服务，把端午
民俗与农事、艺术、运动元素相结合，
全力让游客过一个相对小众但特别
的“五月初五”。

不少游客越来越偏爱选择灵活
化、个性化的出游方式，在慢节奏旅
行、深入体验、放松休闲中享受生活。

文旅部微信公众号“文旅之声”
10日晚发布信息称，假期中，云南、青
海、甘肃、内蒙古、贵州等地成为年轻
人自驾游、避暑游的热门选择。“影
视+文旅”双向赋能，电视剧《我的阿
勒泰》的热播带动以新疆阿勒泰地
区、伊犁州尼勒克县等为代表的自驾
游目的地持续火热。

长沙新消费研究院产业研究负
责人黄偲表示，灵活化、个性化的假
期出游特点，对商家和相关部门的
假日旅游产品供给能力提出新要
求。建议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
的消费者，设计更多“小而美”的文
旅精品。

“‘小而美’的精品不意味着要去
追求奢侈和昂贵，而是要进一步提
升服务消费的内容品质与创新能
力，做到服务精细化、个性化、特色
化。相信更多消费者可以在未来获
得高质量、定制化的端午旅行体
验。”黄偲说。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盘点端午消费

年轻人解锁了传统民俗许多“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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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记者陈席元 熊翔鹤 杜子璇

夜校，这个具有年代感的名词正
回归公众视野。

近来，全国多地夜校火热开启。
“开课即满”“一座难求”，上夜校成为
不少都市青年下班后的新选项，也成
为教育市场的新风口。

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

近来，“90后”庄安愚在手机导航
软件上，将“苏州大学北校区工科楼”
设置为下班后的新目的地。他报了苏
州大学夜校的ChatGPT课程。“我不
在乎夜校的结业证书有没有用。能学
到知识，肯定比在家刷短视频强。”

“我想给8小时外的自己另一种
可能。”古典舞学员袁静是一名“二娃
宝妈”，虽然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很大，
她还是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时间”。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已成为
一些都市青年的新时尚。

去年8月，江苏省常州市工人文化
宫焕新开放。暌违20多年，“职工夜校”
再度走进职工市民的生活，12个大类
65个班的名额被1191名学员“秒抢”。

今年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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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石
氏伤科”5秒钟抢完。截至 5月，武汉
青年夜校已累计开设各类课程 228
节次，覆盖学员8000余人次。

夜校并非新鲜事物，在我国已有
逾百年历史。《北京大学日刊》就有记
载，1920年 1月 18日，该校学生会平
民夜校开学，蔡元培专门发表演说。

从建党初期创办工人夜校，提
高工人文化程度、唤醒工农革命意
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扫盲、教授
生产技术，再到改革开放后鼓励提
升学历……在各个历史时期，夜校
发挥着不同的教育作用。

江苏青年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陈蕴哲认为，与上世纪的夜校主要满
足学历教育需求不同，当下夜校主要
提供非学历教育服务。此外，课程不仅
限于传统的教育培训，还涵盖艺术、文
化等多方面内容。换言之，如今的夜校
更像是“成人版的少年宫”“青年人的
老年大学”，是面向职场人的兴趣班。

夜校的举办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文化馆、共青团、工会、妇联

等公共机构，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公
益性夜校课程。二是高校继续教育学
院、职业院校，它们长期面向社会开展
非学历教育；以江苏为例，169所普通
高校中有137所举办高等继续教育，
非学历教育年度规模400余万人。三
是民办社会培训机构，课程以付费为
主，有的初期提供免费或低价体验课，
或与公共机构合作提供廉价课程。

风潮何以席卷多地？

课程时尚多元、兼具社交属性，
是不少夜校吸引年轻人的地方。

探戈舞、街头摄影、手冲咖啡、涂
鸦心理学、非遗工艺手作、古琴、识别
收集矿石……随着年轻人不断“解
锁”有趣的课程，这些“下班后的小确
幸”“‘回血’型夜生活”，让夜校成为
打工人“去班味儿”的绝佳选择。

天津美术学院2021届毕业生石
远宇去年底和同学创办了南京“叁野
灯”夜校。在他看来，轻松、“反内卷”的
学习氛围，是夜校走红的重要原因。

“夜校招生消息发出当天，我就收
到了近百个好友申请。”石远宇告诉记
者，毕业后，他在少儿美术班、高考艺考
班、老年大学都工作过，“夜校不仅价格
相对便宜，而且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彼此
不存在竞争关系，大家出于兴趣爱好聚
到一起，也可以拓展职场之外的朋友圈。”

积极学习提振了很多年轻人的

精神。“下了班就赶夜校，只有上学的
时候才有这种感觉，但比那时候要开
心。”“上夜校让我觉得人不再内耗
了，之前下班后刷手机只会越来越
累，上夜校后感觉气色都变好了。”

价格也是吸引力之一。“不是兴趣班
上不起，而是夜校更有性价比。”这句网络
流行语解释了夜校受青睐的部分原因。

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商业
培训机构的课程往往价格不菲，如一
节瑜伽小班课要200多元，私教课要
500多元。而夜校相对低廉的费用，
让更多人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

记者梳理发现，大多数夜校平均
每小时收费在百元以下，且多为 30
人以内的小班化教学。采访中，“便宜
实惠”“性价比高”是不少学员的集中
评价。有学员认为，与动辄数千元、上
万元的私教课、兴趣班相比，夜校的
举办主体多为公共机构，不必担忧

“跑路”风险，消费更放心。
也有人上夜校是为弥补职业能

力短板。“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
所趋，要跟上岗位最新需求、克服本
领恐慌，就得不断学习。”庄安愚说。

“观察哪些夜校课程火、需求大，
可以看出社会上要什么、缺什么，这
对高校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有借鉴意
义。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储备好相关技
能和素养，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就业创
业能力。”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就
业指导中心主任韩伟说。

“夜校热”如何持久

在满足青年学习技能、培养爱
好、治愈焦虑、增进社交等多元需求
的同时，部分夜校也存在质量、运营
等方面的隐忧。

一些公办夜校在运营模式上缺乏
可靠支持，面临难以持续的尴尬局面。

中部某市青年夜校由一家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承担，每周有6节课，每节课
约30人。“有的课程成本较高，如一节调
酒课就需1500元。”该中心负责人说，属
地街道是目前主要的经费来源，“不少年
轻人希望我们扩大规模、增加种类，但我
们能调动的资源毕竟有限，未来如果一
直免费，维持运转也很困难。”

东部某市主城区共青团组织负责
人也坦言，目前他们的夜校仍为公益免
费模式，“现在市面上的夜校越来越多，
鱼龙混杂，我们对于收不收费很慎重，担
心砸了招牌。”此外，一些高校拥有丰富
的教育资源，但对办夜校仍持观望态度。

27 岁的武汉小伙侯卿（化名）
说：“有的夜校课程价格明显偏低，其
实是‘试听课’‘福利课’，课上老师大
部分时间在推销正价课程。新瓶装旧
酒，最终还是卖课、办卡、办会员那一
套，体验感很不好。”

受访夜校学员、举办方以及高校
学者认为，防止“夜校风”变成“一阵
风”，不同举办主体可分类施策，在教
学内容、经营模式等方面加强监管提
供扶持，多措并举促进夜校健康发展。

“学员最看重的是上课质量。”石
远宇认为，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需
加强监管，可定期公示夜校机构“白
名单”，建立健全学员评课反馈机制，
督促夜校机构不断调整课程安排和
教学方法，诚信经营。

在陈蕴哲看来，公共机构办夜校需兼
顾公益性和持续性，重点把好课程的师资
质量关、教务管理关、思想导向关，不宜大
包大揽，更不可当“甩手掌柜”，可与国企、
民办社会培训机构等合规第三方合作，
发挥后者更贴近市场、更为灵活的优势。

共青团南京市鼓楼区委书记于
文建议，发挥“夜校+”的平台效应，
深度整合区域文商旅资源，融入技能
提升、健康养生、婚恋交友、就业创业
等服务，将夜校带来的青年流量转变
为区域发展的青春力量。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夜校为什么多年之后
重新变热？

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沙治
沙取得了显著成效，53%的可治理
沙化土地得到治理。随着我国荒漠
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
在不少区域“沙进人退”的局面得
到历史性转变，“沙里掘金”成为治
沙者们的新实践。一片片得到治理
的沙地，正在变为产业聚集的“聚
宝盆”。

化“沙之害”为“沙之乐”

宁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中 卫 市 沙
坡 头 景 区 地 处 中 国 四 大 沙 漠 之
一——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半个
多 世 纪 以 来 ，一 代 代 治 沙 人 在
这 里 固 沙 植 绿 ，累 计 治 理 沙 漠
150 万亩。

当黄沙不再成为威胁，对“用
沙”的探索让这座沙漠小城的文
旅产业冉冉升起。初夏时节，沙坡
头景区进入旅游旺季，景区内游
人如织。

远远望去，越野车在连绵起伏
的沙丘之间陡然攀升又疾驰而下，

“沙漠冲浪”的失重感引发阵阵尖
叫；载着游客的骆驼蜿蜒成队，伴着
声声驼铃在大漠之中悠然前行；手
抓滑沙板，游客从百米沙坡之巅俯
冲而下……2007 年，沙坡头景区成
功入选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2015年景区游客人数首次突破 100

万人次。
随着防沙固沙科学体系的建

立，沙漠旅游也更有底气突破沙漠
边缘，逐渐向沙漠腹地探索，为发
展沙产业增加附加值。中卫市以沉
浸式体验游为特色，建成黄河宿
集、沙漠传奇等一批高端休闲度假
产品。

位于腾格里沙漠腹地的沙漠
星星酒店挖掘沙漠和星空资源，
为游客提供观星指导、沙疗等体
验式服务，让游客深度感受沙漠
带来的乐趣。

“没有治沙，就没有沙坡头景
区。”扎根腾格里沙漠 30多年的治沙
人唐希明感慨道。2023年，中卫市共
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超88亿元。

沙漠中种出绿色“聚宝盆”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
翼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布拉格台
嘎查位于科尔沁沙地边缘。布拉格
台在蒙古语中意为“有泉眼的地
方”，然而十多年前，这里沙海肆
虐，风沙掩埋了泉水，蚕食了耕地
和公路。

风沙刮起来昏天暗地，连种下的
树苗都吹走了。在一次次种树失败
后，布拉格台嘎查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陈国发发现，荒山上的山杏树
挺过了一次次风沙。

“山杏耐旱、抗寒、适应性强，是

固沙保土、涵养水源的优良乡土树
种，而且春可赏花、夏可摘果，还有经
济价值。”2012年，陈国发带领村民们
在 1000多亩荒山上种下了 6万余棵
山杏树，成为布拉格台嘎查的第一片

“希望林”。
在当地林业部门的支持下，布

拉格台嘎查开展了林果基地种植
项目，基地总建设面积 3500 亩，栽
种了龙丰果、鸡心果等 17 个品种
的果树。2023 年，布拉格台嘎查又
在林果基地种植 2000 亩黄芪和苍
术，通过林药间作丰富了林下经
济业态。

“预计到今年盛果期，林果基地
大约能产 300 吨水果，年收入可达
120万元。”说起一年年壮大的绿色产
业，陈国发乐得合不拢嘴。

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林沙草产
业总产值超 850亿元，沙漠绿洲化身
为沙区群众的绿色“聚宝盆”。

毛乌素里长出“试验田”

“我们不能光单纯治沙，还要想
怎么把沙子用起来，让沙区的群众
富起来。”在我国四大沙地之一的
毛乌素沙地，陕西省神木市生态保
护建设协会会长张应龙说。作为全
国防沙治沙标兵，这些年来他和团
队一直在毛乌素进行着各种试验，

“我们想找到最符合毛乌素的沙地
产业”。

陕西省神木市生态保护建设协

会的治沙造林基地位于毛乌素沙地
东南缘，这里四周被郁郁葱葱的树林
拱卫着。但61岁的张应龙清晰地记着
这里治理前的景象——沙丘连着沙
丘，起伏延伸到天尽头。

21年间，治沙造林基地累计治
理沙地面积达 42.8万亩，治理区林
草覆盖度从 3%提高到 65%。2005年
开始，基地与多家科研单位与高校
合作，围绕毛乌素沙地综合治理、沙
生植物开发利用等课题开展了一系
列科学研究。

记者随着张应龙来到一片樟子
松林。“看这赤松茸品质多好，长得多
粗壮。”张应龙随手扒开一棵樟子松
下的松针和木屑，一簇簇赤松茸就呈
现眼前。

张应龙说，为了在毛乌素沙地
人工种植赤松茸，基地的科研团
队花费多年，经过组织培养、菌种
驯化后，才将赤松茸从实验室带
进樟子松林进行试种。他们不仅
种樟子松、长柄扁桃，还在沙丘背
风坡尝试种植树莓、蓝莓、黑莓、
酿酒葡萄等，希望培育出适合在
这里生长的品种，在撬动沙区生
态经济的同时，建起毛乌素沙地
植物基因库。

“我们需要学会以治沙拉动产业
发展，靠产业推动治沙事业。这样的
良性循环才是真正可持续的治沙之
路。”张应龙说。

（记者姜辰蓉 魏婧宇 马丽娟
付瑞霞） （新华社西安6月11日电）

——我国沙漠治理带动产业发展观察

从“沙进人退”到“沙里掘金”

这是6月11日在首届鲁班文创设
计大赛优秀作品展上拍摄的文创设计
作品。

6月 10日，首届鲁班文创设计大
赛优秀作品展在山东省滕州市开幕。
比赛以“传承鲁班文化、弘扬中国智
慧”为主题，于4月2日启动，两个月时
间共收到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
作品2200余件。

新华社记者徐速绘摄

新华视点

首届鲁班文创设计大赛
优秀作品展

在山东滕州举行

这是6月5日在江西景德镇一个创意瓷器作坊内拍摄的镂空技艺陶瓷作品。
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传统陶瓷文化的

积淀，铸就了“千年瓷都”景德镇独特的魅力与艺术气息。
如今，传统陶瓷制作工艺与现代设计创意在这座城市不断碰撞，带动陶瓷

产品创新。各种创新型产品赢得年轻消费者青睐，“千年瓷都”迸发出新的活力。
新华社记者刘天宇摄

“千年瓷都”重振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