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厨房黑乎乎的墙壁刷白了，配上了
橱柜、洗手盆，卫生间四周贴上了墙砖，
花洒、热水器、马桶等一应配齐⋯⋯看着
用了20多年的厨卫焕然一新，平湖市新
埭镇旧埭村的曹老伯喜笑颜开，他给灶
台贴了一张新的灶头画，希望日子越过
越好。

厨房和卫生间是家庭生活中使用频
率极高的区域，可是有不少像曹老伯这
样的困难家庭，厨卫简陋、陈旧，甚至存
在安全隐患。为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嘉兴市将“完成 500 户低收入困难家庭
厨房、卫生间装配式试点改造”列入今年
的政府民生实事工程，改造标准为每户
3 万元，费用由所在县（市、区）财政全额
保障，如今已完成457户家庭的厨卫“爆
改”。

近日，我们化身改造团队的帮工，走
进嘉兴的几户家庭，参与厨卫改造。

量体裁衣，最快 10
天改好

南湖区部分困难家庭的厨卫改造任
务由嘉兴市方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我们跟着该公司项目经理张建峰一
道，来到东栅街道双溪花园小区独居老
人刘善祥（化名）家，现场勘测厨卫面积、
了解老人具体的改造需求。

一进家门，光线立马暗了下来，厨房十
分杂乱，卫生间也显得局促，我们往里一
站，压抑感扑面而来。对现场情况有初步
了解后，我们坐下来和老人商量改造方案。

张建峰拿出一份《厨、卫装配式试点
改造内容参考清单》，这里面罗列了橱
柜、水池、抽水马桶等厨、卫设施和灶台、
油烟机、热水器等需一体式安装的设备，
他负责询问，我们做好记录。

“墙面、地面、吊顶这些都是必改的
基础项目，其他的配件可以根据你自己
需要选择。”张建峰解释道。

“橱柜没多少东西好放，可以做小
点。”刘善祥说，还是希望能把卫生间改
好些。我们把老人的诉求都记了下来，
交给张建峰。

张建峰又掏出一把尺子，我们也跟
上去搭把手，一起测量厨卫面积，他还画
出一张简单的房屋构造图。

就这样，前期工作算是完成了，回到

公司，张建峰经过仔细测算，出具了一份
改造方案给我们，我们根据这份单子联
系配件供应部，让他们抓紧定制。“从上
到下，从颜值到设备，真的可以称得上

‘爆改’了！”我们感慨道。
到了第二天，我们和装修团队又来

到刘善祥家，先对厨房、卫生间的水电线
路进行改造。我们戴好手套和口罩，拿
起扫帚，先把厨房和卫生间的杂物清理
干净，然后张建峰带着人把墙壁上旧的
电线拆下来，换上崭新的电线。

从第三天到第十天，从涂刷防水材
料到贴砖、做吊顶、安装马桶⋯⋯刘善祥
家的厨卫里每天都是改造团队忙碌的身
影。眼前的一幕幕，让我们想起了以家
装设计、改造为主题的流行综艺节目《理
想家》。

十天后，刘善祥看着大变身后的厨
卫，难掩内心的激动，“本以为改造好要

两三个月，没想到会这么快，环境清爽
了，生活也方便多了。”

“这次厨卫改造的预算为3万元，基
本只有装配式装修能做到，在这方面嘉
兴有先发优势。”嘉兴市民政局社会救助
处处长崔来保告诉我们，装配式装修就
是用定制化的装修配件，运到改造现场

“搭积木”，完成组装后，厨房和卫生间也
就装修好了。嘉兴在 2022 年就成为全
国首批24个智能建造试点城市之一，如
今已形成了多个较为集中的装配式装修
产业及配套产业基地。正是依托装配式
装修产业集聚发展的优势，让这件惠民
实事也得以高质量完成。

家里亮堂多了，心里
也踏实多了

这次嘉兴厨卫改造中，农村住房占

比达 80%。我们跟着秀洲区油车港镇
上睦村村干部张亮来到了村民李阿明

（化名）家。
走进装修好的厨房间，我们看到地

面铺上了地板，墙壁粉刷一新，煤气灶上
架着两口锅。李阿明的嫂嫂正在一旁的
台盆里洗排骨、淘米。

我和李阿明一家人一边剥豆角，一
边聊天。

“厨房改造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我问他们。

他们笑道：“以前这个屋子乱糟糟
的，没人愿意进来。现在改得这么漂亮，
时不时就有邻居来参观，家里热闹了许
多。”

交谈中，我们得知62岁的李阿明患
有残疾，属于“一个人的低保户”。而嘉
兴今年实施的低收入困难家庭厨房、卫
生间装配式试点改造项目，正好将厨卫

改造对象扩大到单人低保户、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以及一些低保边缘家庭。在政
策扩面后，李阿明家里的厨卫得到改造，
简陋房屋悄然变身。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各种蔬菜都准
备好了，嫂嫂把电饭煲插上电，然后开始
炒菜、炖汤，小小厨房里香味弥漫。

离开李阿明的家，我们又跟着张亮
走了10多分钟，来到村民赵芳真家。

“油烟机排烟效果怎么样？”见赵芳
真正在厨房烧菜，我们凑上去问。

“那可好多了，以前厨房没改造，‘灶
里烧火，家里冒烟’。”赵芳真说，她的房
子建成有25年了，以前看着老化的电线
总担心会失火，一到下雨天或者晚上，家
里光线就很暗。这次改造安装了新的电
线，家里亮堂多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我们了解到，在这次厨卫改造中，嘉
兴各地安排村（社）干部、救助社工“一对
一”联系项目，提供全过程保姆式服务。
制定项目“一户一档”存档清单，关键环
节均由困难户签字确认，改造完成后要
开展满意度测评，测评覆盖率需达到
100%，满意度需达到 90%以上，确保把
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卧室本不在改造范
围，为何能改？

对很多困难家庭来说，怎么改不重
要，改成什么样才是他们关心的。

邹得鑫（化名）一家住在嘉兴经开区
长水街道联星社区石雪公寓，属于低保
边缘户，他一个人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一
家三口曾一直住在毛坯房，生活很是不
便。今年，经过半个月的厨卫改造后，环
境焕然一新。

我们跟随联星社区党委书记陈凯磊
爬了五层楼，来到邹得鑫家，装修公司团
队正在他女儿丫丫的房间测量面积，制
定改造方案。

方 案 定 好 后 ，就 开 始 收 拾 房 间
了。我们帮着拆掉旧床、书柜，把里面
的旧书和杂物整理好，方便装修师傅
早点刷墙。

“卧室本不在这次厨卫改造的范围，
老邹家为何能改？”我们有些好奇。

陈凯磊告诉我们，他们在把老邹家
的厨卫改好后，发现客厅、卧室环境不是

很协调。经申请获批，老邹家的客厅和
卧室都得到了改造。

像邹得鑫家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嘉兴市民政局统筹开展暖巢行动、适老
化改造、残疾人无障碍改造等其他住房
提升类项目，对有需要的困难群众实现
同步改造、同步受益，目前有240户明确
统筹开展多个改造项目。各地还积极链
接爱心企业以捐资、捐物、提供服务等形
式参与改造项目，链接社会资金约 142
万元。

临近中午，邹得鑫和丫丫走进崭新
的厨房间，他开始准备中饭，丫丫则在用
空气炸锅练习烹饪技艺。

不一会儿功夫，一盘烤鸡翅就出炉
了。丫丫拿出一块烤翅先让我们品尝。

“火候恰到好处，很鲜美，好吃！”见我们
吃得开心，丫丫笑了，一旁的邹得鑫也笑
了，他告诉我们：“女儿以前比较内向，很
少笑，今年房子装修了，她也开朗多了。”
全屋焕新，点燃了一家人对生活的信心。

我们又来到秀洲区新塍镇庙云桥村
村民陈伯欢改造后的新居，这是秀洲区
首批精品样板试点家庭之一。

“浴室里给我装了扶手凳，我现在
可以坐着洗澡了。”陈伯欢告诉我，在
厨卫改造前，他的卫生间没有专门的淋
浴房，热水供应也不稳定，对于腿脚不
方便的他来说，洗澡成了一件麻烦事。
改造团队根据这一情况，给老人的卫生
间实施了适老化改造，点亮了老人的幸
福生活。

“把预算花在刀刃上，才能改到老百
姓的心坎上。”嘉兴市民政局主要负责人
告诉我们，改造不是做面子工程，而是要
从实际出发，突出实用性和耐用性。

嘉兴现有低保、低边、特困等困难群
众约 1.6 万户、2.3 万人，从 2018 年起在
全省率先开展住房提升类帮扶项目——

“暖巢行动”，累计服务了4800多户。这
次改造厨卫可以说是“暖巢行动”的升级
版，点亮了困难群众的新生活。

嘉兴免费给500户困难家庭改造厨房卫生间，记者化身帮工来到改造现场——

爆改厨卫，打造“理想家”
本报记者 宋彬彬 实习生 董星妍 通讯员 郑希羚 芦佳佳

◀ 施工人员正在对嘉兴经开区一户家庭的卫生间进行
测量。 拍友 汪金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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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一节午校课程就结束
了，学员们意犹未尽，纷纷向老师打听下
一堂课的内容。

各地青年夜校不断兴起，受到了青年
职工的欢迎。在宁波，江北、鄞州等区相
关部门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推出了青年
午校，作为夜校的补充，设置了包括手工
非遗、人力资源培训、职场商务礼仪、光影
瞬间手机摄影等在内的“职业发展”“美好
生活”“人才赋能”三大系列课程，每周 2
至3节，课程基本免费。

午休时间本就不长，年轻人来午校
的意愿高吗？在 45 分钟到 1 个小时的
青年午校，能学些什么呢？带着好奇，近
日，我以一名学员的身份，来到青年午
校，听了几节课程。

在心情调节站，散一
散“班味”

“竹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之一，是一项以竹子为原材料，通过编织、
编结等手法制作出各种实用物品或装饰
品的技艺。竹编画则是将竹编工艺以框
架画的形式展现，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
下基本的竹编画技巧。”12时30分，位于
宁波鄞州区的浙江创新中心青年午校课
堂，一堂生动有趣的手工课开始了。

学生是来自附近企业的24名员工，
老师则是资深手工艺爱好者朱嘉璐。约
500 平方米的教室里，摆放着 20 多张课
桌，边上的柜子里还放着不少零食和饮
料。学员们边听边学，时而低头思考，时
而相互交谈，神情颇为轻松。

我的同桌是来自附近一家互联网企
业的程序员小陈。12 时下班后，他就一
路小跑来到这里。“一到课堂上，工作中的
劳累和疲惫都没有了，从来没有感觉上课
能够这样轻轻松松。”小陈说，他现在已经
把青年午校当成自己心情的调节站。

听完老师讲解，大家开始进行竹编
画创作，先把不同颜色的竹篾按顺序铺
在底板上，然后一挑一压地开始编织。
看起来简单，真要动手做，还是有点复杂
的，特别是如何做到竹篾颜色、距离均
衡，需要不少技巧。大家一边做，一边向
老师进行提问。

在朱嘉璐的指导下，我也慢慢地学
会了竹编画的更多技巧：编织到一半
时，需要进行间隔调整；将所有竹篾全
部编织好后，还要再次进行调整。半个
多小时后，我将模板纸、编好的竹篾先
后放入相框。一张简单的“福”字竹编
画就完成了。

我观察到，来上午校的学员几乎都是
年轻人，主要来自浙江创新中心内的各家
企业。区别于夜校主要开在社区、为居民
打造别样“夜生活”，午校的定位则是

“10-15分钟便利圈”，上课地点选在写字
楼和企业园区附近，学员步行即可到达。

“我们现在推出的课程，多数为兴趣
爱好课，和大家的工作内容无关，难度也
较低，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午校替代夜
校，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放松一下心情，
驱散工作的疲惫，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叫
散一散‘班味’。”宁波人才发展集团青
年午校发起人徐金波说，在夜校“席卷”
各地的同时，一些青年职工反映，晚上要
照顾家里，没时间上课。能不能利用中
午的时间开一些课，6 月底，他们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开办了免费的青年午校，受
欢迎程度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截至8月
28 日，他们共放出 580 个名额，报名人
数达到5149人。

我冒出了一个疑问：上午的工作已经

很累了，中午再上课，会不会影响中午休
息？对此，徐金波说，由于课程趣味性高，
节奏轻松，时间也不长，从学员们的反馈来
看，不仅没有增加疲惫感，还让身心得到了
更好的放松，提升了下午工作的效率。

1 小时课程，有学员
写满3页笔记

第二天在江北区宁波人才之家的青
年午校，我听到的则是一堂完全不同风
格的午校课程。这是一堂演讲与口才
课，教师是担任宁波多所高校《商务礼
仪》《演讲口才》课程客座教师的朱梦静。

“大家在平时的工作中，免不了要面
对各种需要公开说话的场合，从今天开
始，我们利用3个月的午课，来系统学一
学口才知识。首先，每位学员上台做一
次即兴演讲。”开课前，朱梦静先对课程
做了简单的介绍。

在 3 位学员上台演讲后，我也自告
奋勇走上讲台，没想到在自我介绍环节
就遇到停顿和不连贯。朱梦静说，这反
映了我在即兴发挥方面的不足，随机应
变的能力还需要加强训练。

正式课程中，我们进行了气息练习
和口腔练习。我发现自己的气息控制能
力较弱，特别是在进行绕口令练习时，一

旦加快速度，发音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这些挑战让我意识到，要提高演讲技巧，
就必须通过大量练习，来加强基础能力。

与业余爱好课的轻松显得不同的
是，口才课的课堂氛围略显“紧张”，不仅
上课时间比较长，达到 60 分钟左右，老
师在讲课的时候也比较严肃，要求学员
遵守课堂纪律。学员们在听课时，也都
很认真，坐我边上的小张，已经认真记满
了3页笔记本。

第一节课课程结束了，朱梦静说，演
讲与口才系列课程，共 12 节，相信只要
认真上课，努力练习，每一位学员都能有
一个提升。

“我的工作需要经常与很多不同身
份的人群接触，如何顺畅交流，对我来说
还真是一门学问。”大学毕业才两年的小
张，目前在江北区从事销售工作。他说，
之前他就遇到几次因口齿不够清晰、表
达不够准确而引起的误会，学校里又没
有上过类似的课程。现在到午校学习，
刚好可以填补学校教育的空缺，提升自
己的职业技能。

“午校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对青年夜
校运行模式的自我完善和有益补充。”江
北区青年午校的发起单位、江北团区委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4月，他们依托江
北区委组织部等多个部门及各级团组织

力量，进一步扩大了对午校、夜校需求调
研走访的渠道和范围，将涵盖职业技能、
文化文艺、权益保障等200余门午校、夜
校课程的清单送至企业、社区、商圈等青
年人群集聚点位，按照“青年点单、政府
制单、夜校/午校接单”的模式，提供个性
化的定制服务。这些课程基本为免费。

目前，江北青年午校、夜校系统已实
现全域覆盖，建成规模近两百人的青年
讲师团，拥有可用校区 9 个、上课点位
31个、教室90间。

年轻人期待进阶版课程

除了兴趣课和技能课，一些青年午
校还会不定时推出学员分享课，把学员
们聚到一起，交流一段时间内的学习的
心得体会。我也参与了设在浙江创新中
心二楼会议室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青
年午校”分享课讨论环节。

课堂为分享需要进行了重新的调整，
撤掉了课桌，20多张椅子摆成了一圈，大
家围坐在一起，纷纷谈起了自己的看法。

“大家都已经上了两个多月的午校
了，你们可以谈一谈上课的体会，也谈一
谈对接下来课程的想法。”主挂人的引语
打开了学员们的话匣。

“我觉得，我们的课程最好能够增加

点深度。比如，手工课可以增设进阶班，
让不同的水平的学员都能有所进步。”

“我认为，课程还可以再活泼一点。”
⋯⋯
随着交流的深入，大家也开始谈起

了青年午校开展的意义，来自一家互联
网企业的张强，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学习浪潮中，和
学校教育不同，午校更多地应该以‘改善
型’的面貌出现。”张强认为，从一位难求
的“夜校”，到灵活多样的“午校”，这些课
程通过碎片化的时间利用和优质内容的
持续输出，就能够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探
索精神文化需求的机会和场所，就是迎
合了“改善型”学习的需求。

与其他学员不同，从上海来宁波出
差的陈女士，则是 6 月在网上看到了午
校的消息后，趁着中午休息时间来一探
究竟的。“因为工作原因，我每个月要来
两次宁波，现在我会提前打听午校的课
程，争取赶上更多的课程。”陈女士说，面
向上班族、利用午休时段开展的课程，此
前在其他地方也有，只是那些更多是商
业化的，是依托于店铺而存在的。像这
样公益性质的“午校”，还是头一次见
到。她希望通过“午校”平台，属地政府、
群团组织、社会机构能更好地向青年开
放资源，“我们乐见夜校和午校受欢迎，
这是建设学习型社会、鼓励年轻人终生
学习的重要载体。”

两天的青年午校课程体验，让我感
受到了青年职工们的学习热情。优质高
效的公共服务，是吸引和留住青年的关
键，是城市吸引力和人才竞争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青年人需要更加健康、更加
饱满、更加丰盈的精神世界，相信青年午
校的兴起，能够赢得更多青年人对城市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目前，青年午校这
种成人业余学习形式，已在我省多地进
行探索和实践。

记者以学员身份走进宁波青年午校听课

忙里偷闲，午间“充个电”
本报记者 王晨辉

王晨辉

▲ 宁波人才发展集团青年午校手工制作课。

◀ 宁波人才之家青年午校的学员们正在进行即兴演讲训练。 受访者供图

▲ 南湖区东栅街道双溪花园小区一户独居老人家厨房
间改造前后。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