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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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西安6月11日电）

从“沙进人退”到“沙里掘金”
——我国沙漠治理带动产业发展观察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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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陈席元 熊翔鹤 杜子璇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樊
曦 韩佳诺）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5月，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84.7亿
元，同比增长10.8%，现代化铁路基础
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发挥铁路
建设投资拉动作用，铁路建设保持良好
态势。5月份以来，一批在建铁路项目
取得积极进展。在江苏南通，由中铁十
一局负责施工的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通
泰扬特大桥跨拉马河连续梁顺利合龙，
为后续桥梁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
江苏扬州，由中铁十五局参建的宁扬城
际铁路（扬州段）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施
工人员严格把关每道工序。截至目前，
宁扬城际铁路（扬州段）已实现五个工
区实质性开工，地下车站正在进行围护

结构施工，高架区段正在进行桥梁桩基
承台施工，为有序推进后续建设创造了
良好条件。在甘肃夏河，中铁十四局西
成铁路项目施工人员紧抓施工有利时
间，抢抓隧道、桥梁施工，全力冲刺年度
施工目标。

此外，浩吉铁路闫家沟至玉皇庙
联络线开通运营，浩吉、包西铁路两大
煤运通道顺利实现互联互通；杭州至
温州高铁开始联调联试，通车进入倒
计时；梅州至龙川高铁全线铺轨完成；
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马鞍山长江公
铁大桥、宁波至舟山铁路金塘海底隧
道等一批重点工程取得重要进展。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聚焦服务区
域发展重大战略，高质量推进铁路规
划建设，持续提升铁路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水平。

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8%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谢
希瑶）商务部等 9 部门近日印发的

《2024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11日
对外公布，提出五方面25条具体举措。

在促进供需对接方面，方案提出，
开展生活服务招聘季活动，及时发布就
业用工信息，拓展脱贫人口和农村进城
务工人员就业渠道，提供更多就业岗
位，扩大家政服务供给。推动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将家政服务业纳入东西部劳
务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和省内劳
务协作工作范畴，加强供需对接，针对
家政企业用工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

在加强品牌培育方面，方案提出，
培育家政兴农特色劳务品牌，提高组
织化、规范化、规模化水平，鼓励更多
家政兴农劳务品牌参与脱贫地区特色
劳务品牌征集活动，形成品牌效应，吸
引脱贫人口从事家政服务业，提高就
业竞争力，增加务工收入。

在加大帮扶力度方面，方案提出，
指导各地围绕家政服务业等重点领域，
帮助脱贫人口通过家政劳务品牌就业，

落实各项奖补政策。进一步精简脱贫
人口享受补贴补助的申请手续，简化工
作流程，继续对跨省从事家政服务业的
脱贫人口发放一次性交通补助。加大
对家政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在完善支持政策方面，方案提出，
指导各地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
保险工作，有序落实持居住证的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居住地医疗保险工作，创造
有利于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环
境。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延续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继续
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阶段性稳岗
政策，支持家政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方案提出，
加快家政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家政信
用查”与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全面联通，促进“家政信用查”与
地方家政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互通。引
导更多家政服务员在“家政信用查”上
进行实名认证，推进家政服务员信用
评级赋码，探索推行电子版“居家上门
服务证”，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9部门发文推进实施家政兴农行动

（上接第一版）2023年以来，我市48家
专精特新企业开展了技术改造。持续
建设企业创新载体，鼓励专精特新企
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截至目前，我市1家专精特新企
业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31家专
精特新企业建立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人才供给，我
市开展滁商大讲堂系列企业经营管理
人才培训活动。去年以来，举办5期滁
商大讲堂专题培训，累计培训1200余
名企业管理人员，并组织60余名专精
特新企业高级管理人才赴西安交通大
学开展专题培训交流。

我市聚力培育专精特新壮大新质生产力

6 月 11 日，在江苏里下河地区农
科所（扬州市农科院），农民在田里起
水稻秧苗（无人机照片）。

正是夏种好时节，江苏、湖南、浙
江、河南等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水稻
起秧、插秧等工作。

新华社发

抢抓农时插秧忙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戴
小河）中国石化11日宣布，公司在四川
盆地深层页岩气勘探获得重大突破，
部署在资阳市的资阳 2 井完钻井深
6666米，测试获125.7万立方米日产工
业气流，日无阻流量306万立方米，成
为四川盆地时代最古老、产量最高的
页岩气井；部署在乐山市的金页3井完
钻井深5850米，测试获82.6万立方米
日产工业气流。

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党委书记郭
彤楼说，上述探井目标储层均为寒武
系，多井、多地获得高产页岩气，标志
着四川盆地寒武系页岩气勘探取得突
破，证实了深层、超深层寒武系页岩具
备规模增储潜力，对推动我国页岩气
勘探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盆地海相页岩气是我国天

然气产量增长的重要阵地，主要有志
留系龙马溪组、寒武系筇竹寺组、二叠
系吴家坪组等主力海相页岩层系。目
前，志留系龙马溪组提交探明储量近3
万亿立方米、年产量约240亿立方米。”
郭彤楼说，寒武系页岩时代老且埋藏
更深，长期未能实现商业开采。中国
石化西南石油局不断探索，于2022年
10 月首次实现寒武系页岩气勘探突
破，直至现在在资阳、乐山部署的多口
钻井接连获得高产气流。

当前，我国已成为美国、加拿大之
外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
家。中国石化分别于2017年建成我国
首个百亿立方米产能的页岩气田——
涪陵页岩气田、2020年建成我国首个
探明储量超千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
田——威荣页岩气田。

四川盆地深层页岩气勘探获重大突破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姜
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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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即日起至6月16日，行
动首周将推出互联网、医药卫生、金融、
能源制造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6
万家用人单位提供25.9万个岗位。

行动期间，各地人社部门将广泛
收集重点企业、政府投资项目、产业园
区等招聘岗位信息，掌握本地基层服
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
空缺情况，集中发布。同时动员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广泛参与，重
点筛选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学
历层次、技能水平的岗位信息。

强化求职招聘服务，举办“分主
题、分行业、分群体直播带岗”“跨省、
跨地区联动直播带岗”“人社局长进直
播间”活动，各省份人社部门每周至少
组织一场直播带岗活动。

推出网络招聘专区，在中国公共
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和
各地公共招聘网络平台开设“2024 年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区，设立岗
位信息发布、特色专场招聘、直播带
岗、职业指导云课堂等专栏。

统筹线下招聘活动，聚焦产业发
展前沿领域，开展数字经济、绿色经
济、银发经济等行业性专场招聘活动；
聚焦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在高校毕业
生较集中的地区，开展区域性专场招
聘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兼顾
其他各类群体求职需求，开展群体性
专场招聘活动。

2024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实施

新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