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滁州，上“青年夜校”是一种很新的尝试，青年从家门走出，走
进人群，钻进另一个世界，和一群萍水相逢的人分享、学习、提升，虽
然是一场场短暂的“旅程”，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和内涵，在这背后是
一场青年需求与城市包容的双向奔赴，是对青年需求的精准把握。

赵唯含是“青年夜校”里的国学老师，一直从事着家庭教育、企业培
训师的行业，平时工作中常会接触到很多滁州青年，“我感受到他们对知
识的渴望，热情和积极，他们对提升自己的意愿度都很高”。赵唯含说
道。互动中，她看到很多青年积极的一面，他们愿意让自己融入，愿意去
分享，也愿意去投入与付出，在她看来“这是一群很有能量的群体”。

“青年夜校”的承办人方旭自己就是一名滁州创业青年，他对滁
州青年群体的了解会更深入些，说起“青年夜校”，方旭有着自己的看
法，“兼具学习属性和社交属性，这是夜校的一个重要特点”。方旭在
工作中曾做过问卷调查、视频访谈调查，他发现滁州青年有很多需
求，“参与的青年大概在20—45周岁之间吧，群体覆盖得还算比较广
泛，为了满足不同需求，我们开设了非遗、舞蹈、手工、视频剪辑、国
学、烘焙等课程，青年是有需求的，只是缺少一个‘汇聚点’。”在滁州
开办夜校与一些大城市还有所不同，起初方旭也是有些担心。但经
过连续两三个月的试运营，他又变得信心十足了，“只要我们关注到
不同青年群体的需求，让青年的课程青年做主，就会效果很好，未来
还要拓展更多元化的课程，做成长期项目。”

事实上，为了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对青年的吸引
力，“青年夜校”的背后正是一场精心的打磨和用心的助力。

滁州市是全省首个推动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青年发展型城市
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的城市，为进一步推动滁州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
工作，团市委积极响应，精心打造了滁州“青年夜校”这一品牌项目。活
动的发起人王馨怡就是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她告诉记者“青年夜校的课
程设置通常丰富多样，常见的课程包括但不限于职业技能培训、理论课
程、兴趣爱好培养等。青年夜校的举办场所也是多种多样，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一些课程可能选择在社区活动中心、学校教室或公共图
书馆等场所举办，同时，也有一些课程会选择租用专门的培训机构或文
化活动中心的场地，以提供更专业化和高品质的教学服务。”

据了解，滁州市“青年夜校”采用市县联动的方式，目前，琅琊区、
南谯区、明光市均已开课。课程模式采取的是“1+N+1”，是一项全新
的普惠公益公共文化服务项目，“1”代表的是理论学习，通过系统的
课程体系，帮助青年们深入学习党的理论、政策导向和社会发展趋
势，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N”则代表了多元
化的特色课程。另一个“1”则专注于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内容。
课程将围绕如何打造青年友好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对青年的吸引
力、促进青年参与城市治理等方面展开。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未来
团市委还会探索建立青年参与城市治理的平台和机制。例如，设立
青年议事会或青年智库，鼓励青年就城市发展规划、政策制定等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为青年与城市管理者搭建沟通桥梁，引导青年积极
参与城市治理实践。

从大城市吹来的这股夜校“风”并不是一个新鲜概念，据了解，
“上夜校”也曾出现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了不同的重要角色，
是带着时代印记的。过去，人们为了摆脱文盲、提升学历文凭而“上
夜校”，而今再次兴起，其所承载的社会价值已经有所不同了，“上夜
校”已经成了青年创造新鲜可能的一个选项。青年们从滁城的各个
角落，汇聚到同一个坐标点，选择成为一名“学生”，记者走近他们，倾
听他们，试图了解他们到底是想从夜校里寻找怎样的诗与远方？

“不是逃离生活压力，而是选择更多可能。”95后的桑旭告诉了记
者自己“上夜校”的理由，桑旭已经在社区工作一年多了，3月份的一个
夜晚，她和记者相遇在“青年夜校”的一堂丙烯肌理画课堂上，这是她第
一次参加课，在此之前，她的绘画是“零基础”。自从考上社工，她的生
活就成了日复一日的工作，“在社区工作中，你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事
和人，反而让我看到生活的多面性，选择夜校，不是为了逃离工作的繁
琐，而是为了抓住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桑旭告诉记者，“青年夜校”的一
切都很新奇，她被活动的名字所吸引，“一眼相中的感觉，这和自己追求
的多样性人生很是契合。我对艺术类的、非遗类的课很感兴趣。”在桑
旭看来，不断接触新的事物，“就可以碰撞到不同的东西，让自己发现自
己更多的面。”桑旭把“青年夜校”看成一个窗口，是可以“破”出去看到
更多风景的窗口，敢于尝试，是她为自己接下来的路选择的态度。

今年 29 岁的刘连连，从天津读完大学就去了上海上班，2019
年，刘连连升级当了宝妈，就从外地回了滁州老家，暂时选择成为一
名全职妈妈，随着二宝的出生，刘连连的生活更加忙碌了，围着孩子
转，围着家庭转，离开了工作，刘连连依旧想挤出时间成为“自己”，

“我本身就是学习服装设计的，对手工类，艺术类的课程就感兴趣，
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平时带娃时我的全身心都是围着我的孩子
和我的家庭，但是上夜校时，在那个时间里，我跟其他的学员都一
样，别人看到的是我，夸赞的是我的作品。”与很多人强烈的职场竞
争意识有所不同，刘连连的想法是不想丢了自己，也想拓展下自己
的社交圈，找些社交“搭子”。上了夜校后，刘连连接触到了许多不
同的人，交到了新的朋友，她感觉自己可以短暂放下妈妈这个身份
放松一下了，她告诉记者：“参与青年夜校仿佛回到了自己读书的时
候，认真的学习一项技能，觉得自己很开心，参与青年夜校使我开始
想要走出家庭，重新工作。”找到自我，重新拥抱工作与生活，“青年
夜校”打开了一扇门，让刘连连这样回归滁州的新青年重新规划起

“起点”。
33岁的小龙，是滁州一家企业里的工程师，工作中的连轴转让小

龙少了一些个人空间，说起以前下班后的生活，他多少有点无奈，“男
生嘛，通常都是一个人的活动，会看看电影锻炼锻炼。”“青年夜校”开
办的消息，让小龙的生活有了出口，平时的爱好也有了“用武之地”，
小龙报了爵士舞蹈、绘画还有其他课程，“可以丰富业余生活缓解工
作压力，扩大社交圈，夜校的活动让我可以融入工作之外的一个全新
的社群。”他选择下班后走进人群，和有着相同爱好的陌生人共度一
个多小时，来拆掉生活中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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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搜话题上的“夜校”风终究是吹到了滁州。白天上班，晚上“上
课”，滁州青年也在试图为自己的夜生活寻找一个新“夜”态：有趣味、有
内涵，还有“搭子”。他们在网络上分享着被“青年夜校”吸引而来的喜
悦，从一个个手机端走进一个个心仪的课程，然后在下班后一头扎进
“青年夜校”这个“小世界”，重新审视自己，然后再“构思”另一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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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尝试：
双向的奔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蕴涵着丰富知识、智慧、艺术的无尽宝
藏，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为
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源泉。滁州雄峙皖东，襟江带淮，春
秋时期即为吴头楚尾之地。千百年来，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在这里
交融传承，构成了开创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兼备的文化特征，并随
着泱泱江水融入中华文化之森林，绽放多元而独特的魅力。

为更好传承厚重的文明，续写辉煌的篇章，本刊即日起推出“文
化中国行”专栏，让我们一起沐浴文明的光华，共赴美好的未来。

淮上军与杨穗九
□张汝套 唐更生 刘 欣

一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武

装起义，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10 月 12 日，武汉三镇光
复，史称辛亥武昌首义。

武昌首义的成功，激励了全国各地的反清高潮。11月，安徽
寿州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11月5日，寿州光复。这次起
义由同盟会领导，以农民为主体，先后光复了凤阳、怀远、五河在
内的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淮上军光复寿州后，各路民军集议，决定成立淮上军。王庆
云、张汇滔、张纶、袁家声、廖海栗、段云、毕靖波、权道涵、岳相如、
李子久、杨穗九、李诱然、王占义等十三人为军统。其下设支队。
最后淮上军编制十八个步兵营，马队、炮队各一个营。

完成建制后，总司令王庆云坐镇寿州，副总司令张汇滔率部
西进光复颍上、阜阳，以及皖北其他州县；权道涵率部光复六安；
岳相如率部光复凤台、怀远；杨穗九率部光复凤阳；袁家声，廖海
栗率部东进攻蚌埠、五河以及以东地区。

二
凤阳历史悠久，古称钟离、濠州。明代为龙兴之地。洪武七

年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同时分临淮县四乡设凤阳县。洪武十九年
割虹县八都入凤阳县。府与县治于同城。凤阳以山命名定。《中
都志》曰：“洪武七年迁府治于凤凰山之阳，赐名凤阳。”关于凤凰
山，《清统一志》载：“凤阳县城内旧皇城东北之隅，府之主山也。
府县皆以此而名。”《凤阳新书·城池卷》在解释凤阳命名时说：“国
朝启运肇建中都，营皇城宫阙，席凤凰山为殿，势如凤凰飞鸣而朝
阳，故曰凤阳。”

清代，凤阳城内即是府县治所，同时还是凤颍六泗兵备道，兼理
凤阳钞关。兼督正关，设寿州正阳关，分关设临淮关、怀远、亳州、盱
眙以及凤阳府治所，还曾在这里设过凤庐巡抚衙门。因此，至清末
时，凤阳仍是皖北淮河两岸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其地位十分重要。

1911年11月18日，由淮上军军统杨穗九（寿州徐庙人，现属
长丰县）率部由寿州出发，沿凤寿铺道安成铺、洛河(橛涧铺)、上
窑、考城、刘府东进凤阳。淮上军抵达凤阳城的那天下午，城内满
清官员已化装逃离府城。

在城内，有凤阳同盟会田亚豪（淑扬）作内应，促使守城的清
兵打开城门。淮上军兵不血刃进入凤阳城内。凤阳道台毓贤逃
至七里桥被捉回，交代了金库财宝的藏匿之处。驻守在龙兴寺外
的绿营清兵不战而降。次日，杨穗九以凤阳县长的名义，发布安
民告示，商店照常营业，同时宣布取消凤阳府，凤阳县由省直管。

三
2023年11月26日，我们去杨穗九的家乡——现长丰县罗塘乡

鲁周村，访问杨穗九的孙子杨多祚。这是我们第三次去采访了。第
一次，我们去长丰县杨庙镇实地调查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安徽工委遗
址。杨家庙和徐庙相连，回来时准备去的，因为没有准确的位置没有
找到。第二次，我们去时杨多祚带儿子去合肥住院去了。这次我们
在一位田姓老乡的带领下，找到了杨多祚的具体住址。杨多祚现独
居，不在家里。田老汉询问了一番，得知杨先生在一邻居家“捞门
子”，于是他又热心地去邻居家，帮我们将杨先生请回来。

杨多祚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已经82岁高龄，身体很好，
听力、视力正常，思路清晰。得知我们来了解他爷爷，他显得很激动，
说：“我爷爷去世时，我已经十岁了，爷爷在世时，我已经懂事。那时
候，他时而提起当年带领淮上军光复凤阳的事情，我们当地人都知道
他是辛亥革命时期凤阳县第一任县长。”他详细地跟我们讲述了爷爷
在凤阳七里桥活捉凤阳道台的经过，并且告诉我们他爷爷堂兄弟七
人，他们是分支住在这里的。杨家祖上是明初山西移民，到了清代，
家道殷实，有土地数百亩，房屋数十间，自家建有两道水围子和一道
土围子。爷爷杨穗九上过北京讲武堂，1905年参加同盟会，在凤阳
读过书，和田亚豪四弟激扬是同学，也是同盟会的同仁。

杨先生还带我们去看他爷爷的墓地，他说：“前几年，我们后
代为爷爷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是长丰县政协林先生撰稿的，以
我们杨家名义落款。”我们在杨穗九墓碑前瞻仰时，对辛亥革命志
士的敬意油然而生！

回来的路上，我们很有感触，淮上军光复凤阳，杨穗九首任凤
阳县长，是凤阳近现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永载凤阳史
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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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夜校开设绘画课堂

▲青年们使用扭扭棒制作绒花作品

▲学员们跟老师学习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