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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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记者 陈席元 熊翔鹤 杜子璇

炎炎夏季，防晒衣是很多人的
心头好。

云朵凉感、原纱防晒等一众概
念走俏市场；从头到脚，从连帽、斗
篷等款式到多巴胺配色，防晒穿搭
成为夏日潮流。

防晒衣火了，这个产业有多
大？艾瑞咨询联合相关品牌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
场规模达到742亿元，预计2026年
将达 958 亿元，防晒衣占比将超
50%。

消费升级、供给“进阶”、科技赋
能……“晒”出来的大市场里，有“流
量密码”。

有需求，才有商机——
由“皮肤风衣”发展而来的防晒

衣，之所以火爆市场，和防晒需求上
升紧密相关。

一方面，大众防晒意识强了。
“防晒抗初老”“全年防晒”等话题在
社交平台上盛行，不仅有流量，也带

火了防晒用品、防晒穿搭，不仅女士
防晒，儿童、男士防晒也成为市场新
增长点。

另一方面，户外生活方式火
了。登山露营、亲子出行、徒步骑行
……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走向户
外，防晒衣有了更丰富的应用场
景。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新型防晒产
品不断涌现，融合时尚元素也成为
防晒服饰的“加分项”。

五一前两周，京东平台儿童防
晒衣、户外防晒衣成交额环比增长
超100%，男士防晒衣、时尚防晒衣
成交额环比增长超80%。

不止是服装，“防晒腮红口罩”
“冰袖”“脸基尼”等也销量剧增。防
晒产品正打破单一季节限制和固化
标签，在审美和社交属性方面提供
更多价值。

从头到脚“捂”起来，防晒衣也
讲科技——

随着先进技术“织”入一丝一

布，“千丝万缕”正走向“千变万
化”。

比如，相比之前的涂层防晒，近
期流行的原纱防晒就是在服装的
源头——纱线中加入了防晒因子，
制作成面料。这种工艺的加持，既
保 持 了 防 晒 效 果 ，也 更 加 透 气
舒适。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防晒衣卖的不仅是产品，也
是功能，还要主打“科技内核”。不
仅防晒，凉感、轻薄、透气、时尚同样
是研发的主要方向。

这是材料的变化：凉感面料通
过纤维材料组合、加工制造技术
等，实现穿着干爽清凉；绿色环保
的竹纤维和抗皱性强的聚酯纤维
织在一起，更加透气吸湿、抗菌防
皱……

这有制造的变迁：不少品牌在
网络上生成3D数字化服装，缩短市
场反馈周期，提升开发“爆款”的效

率；通过工业互联网，服装、面料拥有
“身份证”，柔性生产更普及……

防止以次充好，要在真防晒上下
功夫——

市场快速增长，防晒衣品种也是
纷繁复杂。有些用概念炒噱头，有些
虚标功能，有些打“擦边球”，单衣、外
套都当防晒衣。一些消费者也反映，
是否真防晒，有时也“傻傻分不清”。

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脚投票。
做到真防晒、满足真需求，防晒衣才
能从“网红”到“长红”。

这其中，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
防晒产品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加强
监管；商家要树立诚信经营的意识，
做好产品；企业也要不断创新，创造
高品质供给，回应多样化需求。

用供给“晋级”满足消费升级，“防
晒经济”才能健康成长。人们期待
着，未来能有更多美“布”胜收，在炎
炎夏日，来个清爽出行。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晒”出来的大市场！

防 晒 衣 里 有“ 流 量 密 码 ”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张晓洁

一座难求！ （新华社发）

近期，牛肉价格持续大幅下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牛肉价
格同比下降12.9%，价格跌至去年以来新低。

如何看待本轮牛肉价格下跌？未来还会“跌跌不休”
吗？“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分赴北京、湖南、福建等地，聚
焦牛肉价格形势和市场供应，走访有关部门、养殖大户
和权威专家，回应社会关切。

价格跌至去年以来新低

事实上，早在去年2月，国内牛肉价格就开始走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2月份，牛肉价格由1月

份同比上涨0.9%转为下降1%。自此，牛肉价格“一蹶不
振”，同比降幅整体呈逐月扩大之势。

从批发市场看，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
11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牛肉平均价为 60.76 元/公
斤，较今年1月1日的71.46元/公斤下降了15%。

记者实地走访多地商铺、批发市场了解到，牛肉价
格大多有不同程度下降，有的地方甚至逼近猪肉价格。

“最近牛肉批发价是近年来最便宜的，每斤在30至
32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元左右。”在湖南长沙红星全球
农产品批发中心，从事牛肉批发近 20 年的商户傅圣
龙说。

多地商超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年初卖40多
元一斤的牛肉，现在降了10元左右。”北京牛街清真食
品超市售货员金女士说。

一些商户告诉记者，按照往年市场行情，节假日期
间，牛肉价格会小幅上涨，但今年“五一”、端午假期期
间，牛肉价格均未抬升。

不过，记者走访也发现，部分高端品牌牛肉价格未
出现大幅波动。

“我们卖的是山东鲁西黄牛，肉质较好，市场认可度
高，很多客户专门来店里买。”北京鲁润牛羊肉直营店销
售员胡先生说，当前客源基本稳定，定价不会受到太大
影响。

另外，与动辄超10%的牛肉价格降幅相比，牛肉熟
食、牛肉干等包装肉制品价格跌幅相对不明显。安徽的
孙先生一直在某电商平台选购牛肉制品，他告诉记者，年初至今，常买的牛肉
熟食每斤只降了２元左右，牛肉干价格基本也没变。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出于分摊前期成本、维护品牌形象等方面考虑，
包装肉制品价格相对稳定。在一定时期内，商家很少会大幅调整标价，但多会
采取促销方式向消费者让利，相应产品价格会有小幅下降。

价格缘何走低？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牛肉市场供应充足，叠加牛肉消费整体回落，是本轮
牛肉价格走低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肉牛存栏和进口快速增加，供应相对过剩。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说，2019年以来肉牛

存栏持续增长。跟猪肉相比，牛肉价格一般比较坚挺，因看好牛肉消费市场行
情，叠加多地出台支持政策，全国很多肉牛养殖户纷纷增加存栏。

截至2023年末，全国牛存栏10509万头，比上年末增加293万头。今年一
季度，全国肉牛出栏1199万头，牛肉产量186万吨，同比增长3.6%。

牛肉进口也在增加。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牛肉
100万吨，同比增长22%，其中4月份进口22万吨，同比增长23%。“当前牛肉
供应已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朱增勇说。

“和国内相比，国外肉牛养殖以草饲为主，具有成本优势，进口白条牛到岸
价基本为国内批发价的一半。年初以来，牛肉贸易商看好国内消费需求，签订
合同增加，价格相对便宜的进口牛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对国内肉价形成较大
冲击。”朱增勇说。

另一方面，牛肉消费需求不旺，与替代品消费价格下降有关。
相对于供给端的快速增长，牛肉消费增速则趋于平缓。有关数据显示，去

年全年，中国牛肉消费量为1027万吨，增长4%，增幅处于低位水平。
朱增勇说，今年以来，猪肉、鸡蛋等替代性动物蛋白价格整体处于低位，带

动市场消费增加，相应造成牛肉消费需求减少。上半年国产牛肉和进口牛肉
消费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价格持续下跌令消费者欢喜，但让不少养殖户感到压力。
黄金龙是湖南省汨罗市桃林寺镇养牛大户，从事规模养殖16年，目前养

了36头牛。“整头牛按毛重卖，最近价格是每斤16元，去年同期是20元左右。
每头牛出栏重量在1200斤到1400斤不等，跟去年同期比，卖一头牛就要少赚
3000至5000元。”

未来走势如何？

朱增勇表示，跟去年下半年牛肉供给仍在增加不同，经过不断消化，当前
可供屠宰的活牛小幅缩减，下半年牛肉供应面有望收窄。此外，按照往年惯
例，秋冬季属于牛肉消费旺季，下半年消费有望实现季节性增长。

“尤其要看到替代品猪肉价格持续反弹，5月份，猪肉价格环比上涨1.1%，
同比上涨4.6%，涨幅较上月扩大。当前，生猪供应过剩局面基本得到扭转，下
半年全国猪价将进入季节性上涨通道，这将有助于刺激牛肉消费需求，给牛肉
价格带来一定程度的提振作用。”朱增勇说，但综合来看，下半年牛肉供给仍将
处在高位，牛肉价格重新进入上涨通道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建建议，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生产和市场监
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养殖户合理调整生产结构，同时采取措施加快推
动行业转型升级，提高行业应对风险的能力，防止牛肉价格过度波动。

“县里正在研究起草全链条优化支持政策，从减免进驻租金、鼓励牧草加
工、贴息贷款等方面扶持肉牛产业发展，帮助养殖户早日摆脱亏本困境。”福建
省诏安县畜牧技术服务站站长李益彬说。

“从长远来看，规模化和产业化是肉牛养殖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要
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规模化养殖水平和养殖效益。”许光建说。（记
者魏玉坤、韩佳诺、周楠、吴剑锋）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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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6 月 11 日宣布实施 2024 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
动，利用 100 天时间集中为高校毕业生等提供超千万就业岗位，助力劳动
者求职就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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