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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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6月 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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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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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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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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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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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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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校为什么多年之后重新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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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5 月 28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青年夜校学员体验插花课程。 （罗 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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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出来的大市场

防晒衣里有防晒衣里有““流量密码流量密码””

新华社发

端午假期，重庆光环购物公园内派发的艾草花束。
（受访者供图）

眼下正是汶川甜樱桃的采摘上市季，四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的甜樱桃交易市场
人头攒动。运送甜樱桃的本地果农、拉着精美
包装盒的物流快递员、前来尝鲜的游客都汇聚
于此，车水马龙。

“自从用了专家教给我们的新技术，这几年
甜樱桃结得好多了！”家住威州镇月里村的羌族
阿妈俄斯巴珠，抱着满满一筐新鲜甜樱桃，正在
市场上寻找买主。一番讨价还价后，以 15 元一
斤的价格成交。

阿妈口中的新技术，是汶川县与四川农业
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推广
的甜樱桃早结优质丰产稳产技术。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成功引种，得益于
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等优越的气候、自然条
件 ，汶 川 甜 樱 桃 形 成 了“果 大 、色 艳 、味 甜 ”的
特点。

在离汶川县城不远的威州镇布瓦村的山
上，九耕农业园区的负责人刘明清正在给甜樱
桃树更换诱蝇球。

刘明清说，园区占地面积 288 亩，采用“高
校专家教授+县科农局技术专家+布瓦村党支
部”三方共建的模式，目前分为甜樱桃树标准
化种植区、新品种育种区、采摘区等。在县科
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以及高校专家的支持下，
园区的经济效益逐年向好，年销售收入 200 余
万元。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龚荣高教授
是园区的高校专家，他的研究团队每个月要到
汶川两三次。特别是在甜樱桃的花期、果实发
育、冬季管理等重点阶段，他们通过亲自示范树
体整形、植株高度调整和枝梢修剪等，手把手教
会村里由村组干部和经验丰富的种植户等组成
的技术服务队队员，队员们把技术再推广到每
一个种植户。

“我们通过培育技术服务队员，有效解决专
家时间精力有限和果农消化接收知识能力不
足的问题，打通科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接

下来，核心示范样板园建设好后，会将建设经验推广到其它
的标准园建设中，进一步做大做强汶川甜樱桃品牌。”龚荣
高说。

近年来，汶川县通过新品种试验筛选、施用有机肥、采用
绿色防病虫害技术、开展农药残留检测等措施，确保源头质
量，推动甜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甜樱桃种植面积
近 3万亩，年产值超过 6亿元。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成都 6月 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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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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北京 6月 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