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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我们都是追光者，
各自发光，彼此照亮。致敬在
时代变局中勇敢迎接挑战的海
归创业者们，致敬每一位为梦
想执着奋斗的你们。”7月 9日，
首届海归创业大会、留学人员
创新创业研修营暨第六期海归

创业独角兽企业培训营在上海
黄浦区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城
市规划研究中心落幕。活动吸
引了百余名海归创业者，共话海
归创业未来，汇集了分众传媒创
始人江南春、壁仞科技创始人张
文、FMG集团董事长李明光等商
业领袖与知名投资人，共襄盛
会，深入探讨在当前多变的市

场环境下，海归创业者如何保
持强韧的发展态势，并结合多
年的创业经验，为海归创业者
们提供创业指导。

以“海归创业独角兽企业培
训营”培育人才，以“黄浦海归科
创园”服务人才，以“黄浦创新创
业大赛”集聚人才，今年，“一营一
园一赛”活动体系得到全新升级，

不仅继续启动第二届“相聚黄浦
海创未来”创新创业大赛，还新增

“一大会一课题”环节，将原本的
结营仪式焕新为备受瞩目的“海
归创业者大会”。并在历年的培
训营学员跟踪服务基础上，开展
海归创业者生态调研报告，为推
进海归创业、改善营商环境提供
数据支持与分析洞察。

为了让更多海归创业者能
够受益，主办方将持续打造“海
归创业者之家”，开展常态开放
的海归培训系列主题活动，并与
海外社团、名校校友会合作，推
动学员招募、导师赋能、资本对
接等发展，营造青年创新创业生
态，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助
推青年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

把夜校开到青年身边

对于打工人来说，夜晚的时
间十分宝贵，为了让青年实现

“住得近，学得欢”，许多夜校在
选址上直接把课堂开到了青年
人的“家门口”。比如，依托青年
人才安居社区的公建配套资源，
在保租房、公租房、人才公寓开
办青年夜校，让更多青年在“家
门口”享受到公共服务。

“大家知道自己的皮肤属于
什么色调吗？”“上底妆前应该做
到哪些步骤才更服贴？”在普陀
区中岚居青年夜校的美妆课堂
上，具有十年化妆师经验的授课
老师小瑾正详细讲解面部美学
的审美标准，如何判断自己的脸
型、肤质及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
化妆品等。在这座人才公寓的
青年夜校，青年学员们不仅“蓄
能充电”提升了审美能力和美学
素养，也“放松身心”结交了兴趣
相投的同伴朋友，并对社区有了
更强的归属感。团闵行区委在
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项目
阡集·莘社区“青春公寓”中开设
戏剧夜校课程，面向青年住户组
建“莘青年”戏剧学院艺术工作
坊，每周五晚邀请专业老师授
课，后续将启动青年宜居故事征
集，进行剧本创编。

青年夜校也出现在一些企
业、园区的青年中心，让青年一
步从“职场”回到“校园”。团徐
汇区委聚焦“让青年找到夜校，
让青年凝聚在共青团周围”这一
核心目标，以全区77家青年中心
为阵地载体，分层分类开设青年
夜校，让青年夜校嵌入青年“15
分钟工作生活圈”。依托区域化
团建单位资源，把青年夜校办到
均瑶集团总部、漕河泾开发区等

企业、园区，以及钟书阁、徐家汇
书院等青年爱去、常去的网红打
卡地。初步形成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青年夜校网络，让青年人
在15分钟内找到青年夜校。

把夜校开得更对青年胃口

青年夜校积极引导青年弘扬
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各区还
充分结合本区文化资源，开设了
许多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让更
多青年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
力，推动传统文化传播与青年的
精神需求实现“双向奔赴”。

“一、二、三、四，右、左，手抬
起、打开……”奉贤区南桥镇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舞蹈室内播
放着国风舞曲，一群青年学员正
在舞蹈老师的带领下，聚精会神
地学习国风现代舞。“我平时就
比较喜欢跳舞，看到青年夜校开
设了国风现代舞课程，学费也很
便宜，150元能上6次课，就毫不
犹豫地报名了！”32岁的王女士
是一位舞蹈爱好者，但由于舞蹈
机构学费高昂，一直让她望而却
步。这次青年夜校开设了价格
实惠的国风现代舞课程，让王女
士终于有机会深入体验国风现
代舞的魅力。

在松江区开设的一堂名为
“木木含情”的青年夜校木艺课
上，青年学员们人手一个木工
刨，一边听着老师的讲解，一边
对着桌上的木材埋头苦干……

刚忙完一天的工作为何又“自讨
苦吃”？95后青年杜文表示，这
份“苦”还是靠抢才“吃”上的。
对非遗文化十分感兴趣的她是
初次接触木艺，直言这比想象中
更累更难，但通过青年夜校让自
己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
和传统手工艺，让她动力满满。

把夜校开成持续保温

青年夜校既是青年“学艺”
的好去处，更是青年大展作为的
主阵地。一项服务的可持续，是
一个不断完善和迭代升级的过
程，夜校的开办承载着人与人交
流互动的美好纽带，也可以成为
交流思想、碰撞创意、实现梦想
的场景延续。

市团校充分发挥政治学校
的课程和师资力量优势，积极联
系国企、高校等单位参与夜校课
程供给，首期试运行推出“夜读
盛夏-品读会”、人工智能基础知
识技能“信息科技探秘和实践应
用”及“新媒体+AI应用短视频制
作”等3门免费课程，一经开放，
不到半天时间全部报满。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在第一期4门夜
校课程顺利结业之际，进一步扩
大供给，新推出搏击操、瑜伽、形
体礼仪等14门夏季夜校课程，
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和积极
报名。下一步，市团校、市青少
年活动中心将以建设市级枢纽
型青年夜校为目标，持续打造课

程师资的“中央厨房”。
团浦东新区区委依托“青春

篷篷车”项目，推进青年夜校成
体系，总结出政府要“搭好台
子”、市场要“找准路子”、青年要

“出好点子”的工作启示，为街镇
团（工）委开办青年夜校提供路
径。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团工
委则聚焦中建幸福青春公寓这
一青年团聚地，着力升级打造更
贴合社区青年需求的“夜学”充
电站、“夜享”综合体、“夜话”议
事厅“三位一体”青年夜间服务
体系3.0版本，让青年在街道越

“夜”越“幸福”。未来，还将广泛
挖掘、联动辖区“两企三新”领域
青年，积极培育青年带头人，推
动开展青年规划师进夜校、夜校
青年讲师进社区、社区少先队进
小区等联动项目，让优秀青年反
哺夜间服务、反哺社区治理，形
成“双向奔赴”的闭环。

夜校火热“出圈”的现象背
后是年轻人旺盛的精神文化需
求。据了解，团市委还将进一步
统筹全团资源，整体推进青年夜
校工作。强化内容供给，重视思
政引领类课程开发配送，突出寓
引领于服务。整合各方资源，推
出更多批次课程配送菜单。开
展“我最喜欢的十大夜校课程”
等寻访活动，挖掘推广一批优秀
课程。指导基层进行首创性探
索实践，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
法，提炼形成一批可借鉴、可复
制的典型案例。

致敬每一位为梦想执着奋斗的你
首届海归创业者大会暨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研修营落幕

主动服务青年成长成才需求
上海共青团打造“青年中心·青年夜校”项目

夏夜漫漫，相比约上三五
好友去吃一顿夜宵，现在的年
轻人似乎更喜欢下班后送自己
去夜校，用最City的方式打开
这个夏夜。这些靠拼手速也抢
不到的青年夜校究竟有什么魅
力呢？

随着当代青年成长成才需
求的快速增长和多元发展，“夜
校”这一学习方式被激活并焕发
新生机。据了解，团市委高度重
视青年夜校建设工作，自2024
年起打造“青年中心·青年夜校”
项目，指导各区团组织充分用好
当地资源禀赋，主动寻求有关部
门单位的大力响应支持，因地制
宜、按需成班开办青年夜校。
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团组织共
开办青年夜校87家，设立课程
220门，招收学员逾5000名。
课程涉及文化艺术、体育健身、
职业发展、社会融入等大类。
在各级团组织的探索实践下，
也涌现出了很多好的做法。

为推动青年夜校高质量、规
范化发展，团市委进一步整合资
源，发布市级层面第一批青年夜
校课程资源清单和《共青团上海
市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办好“青年
中心·青年夜校”的工作指引》，
部署建设全市“2+16+X”青年
夜校分布体系，重点在青年中
心、保障性租赁住房、新时代城
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人才公
寓等青年集聚区域高质量开办
夜校，更好为全市各级青年夜
校的开办赋能增效，切实服务
引领更多职业青年。

青年报记者 蔡娴

青年夜校火热“出圈”。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郭容

授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