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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释压、破圈交流、充电赋能

武汉职工课堂解锁“8小时外”的新可能
抬起手臂，指尖轻轻划过空气，仿佛描绘着无形的线条；轻踩舞步，转

身回眸，一个古典舞片段就已学成。10月13日，武汉职工课堂古典舞课程
中，30余名女性职工在舞蹈老师的带领下，将古典舞跳得有模有样。

她们并非专业舞者，大多为爱好而来，享受“8小时外”的精彩生活。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职工们主动顺应时代的变迁，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
求也日益增长，他们渴望在工作之余充电学习、破圈交流。

聆听职工心声，满足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去年7月起，武汉市总工
会依托武汉工人文化宫等阵地，在全市着力打造“武汉职工课堂”工作品

牌，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升职工能力素质。日前，武汉职工课堂试点扩
大服务范围，送课到江岸区、硚口区、武昌区、东西湖区总工会和工人文化
宫，方便各辖区企业职工在家门口学习。据了解，试点二期送课项目将覆
盖到15个区总工会，打造积极向上的职工文化品牌。

武汉职工课堂共开设包括文化艺术类、技能学习类、运动健康类、音
乐舞蹈类、生活熏陶类、职业发展类等二十多门课程，戏剧表演、书法、花
艺、茶艺、读书会、摄影、中医养生、舞蹈、乐器、模特、声乐、瑜伽等课程均
可随心选择，皆为公益服务。

截至目前，仅在武汉工人文化宫内开展的公益课堂累计达700余节，服务
职工近20000人次。“这里搭建了一个愉悦身心、相互交流的平台，我们可以暂
时抛开工作的压力，沉浸在课堂的乐趣中，让业余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武汉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职工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不断提高，对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迫切，市总工会因势利
导，创新推出武汉职工课堂，既满足了职工多样化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
又能帮助职工提升才艺技能，培养广大职工主动学习的习惯和终身学习
的理念，找到自我发展的空间。

职工摄影课。职工舞蹈课。

职工在学习跟练古典舞。

精准开课
职工想学什么就开什么课

10 月 13 日是个周日，下午 2 时，江岸
区工人文化宫，古典舞职工课堂来上课的
女职工不少。秦砖到得最早，热身间隙抽
空和因“舞”结缘的朋友们寒暄，彼此虽叫
不出名字，但热情与友好不减。

这已经是秦砖第二次报名古典舞课
程了。她今年51岁，从事行政工作，之前
还在武汉职工课堂武汉工人文化宫学过
模特步、古典舞、爵士舞、现代舞等多门课
程，如今可以独立完成《白沙吟》《梨花颂》

《人间烟火》等经典舞目了。
秦砖回忆，2023 年职工课堂刚起步

时，可供选择的课程并不多，只有汉绣、陶
塑等4门课程。慢慢地，课程越来越多，且
都是自己想尝试学习的，选课前总得纠结
许久。

“现在，职工课堂的课程很丰富，想学
什么就有什么。”如今，秦砖是武汉市职工
课堂的忠实“粉丝”，她笑着说：“多亏了职
工课堂，我学得一身才艺。”

职工课堂定期开讲读书会、专题报告
会。课堂上，作家、学者唐浩明主讲《在逆
境中崛起——曾国藩的成事之路》，五百
余名职工听众让现场座无虚席；武昌工学
院艺术设计学院熊杰教授《AI 时代，仪式
艺术的商业机会》专题报告，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AI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在AI时代仪
式艺术的机会与挑战，职工纷纷表示，“让
大家对AI技术的发展属性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受益匪浅，收获颇丰”。

武汉工人文化宫培训科负责人周卫
华说，职工课堂的课程设置涵盖很广，“职
工想学什么，我们就开什么课”，然后，根
据市场需求和职工兴趣精心安排。“开课
前，我们在全市范围广发问卷，根据投票
数据确定课程主题。”

职工课堂开办以来的数据显示，运动
健身类课程场场爆满，热度持续走高。这
一次，武汉职工课堂送课上门，根据职工
需求，60%安排的是运动健身类课程，其他
课程与运动相关如各类舞蹈、瑜伽等，吸
引不少职工报名。

“我对运动类的课程都很关注，平时
工作忙，动起来的机会少，更不提进行一项
有专业要求的活动了。”职工陈红笑着说。

课程公益免费
师资力量却不降格

“刘老师的课，上了还想上！”一堂声
乐课结束，学员欧阳竖起大拇指，赞叹连
连。她口中的刘老师，是武汉职工课堂公
益声乐课任教老师刘群。

刘群是原某军区文工团独唱演员，曾
获军区文艺汇演独唱一等功、全军文艺骨
干“军营之星”奖，现在武汉某高校任教。
今年5月，刘群来到职工课堂义务担任公
益培训教师。6岁起学声乐的她，希望发
挥所长，利用下班后的空闲时间引导职工

群众享受娱乐文化生活，传递音乐的韵与
美。

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刘群通常分为三
个环节，循序渐进。前半小时首先进行声
乐基础练习，如开嗓、口部操、气息练习
等，而后就会进入正式歌曲教学环节。下
课前30分钟的重点在细节纠正和表演唱，
刘群有时会邀请学员登台练唱，有时则走
进他们当中，一对一纠正。

职工课堂的教学工作并不轻松。水
粉画授课老师李沐晨也是一名在职员工，
通常她会利用休息时间准备教案和ppt，并
参考网上活泼灵动的教学风格，反复打磨
课程。“报名职工课程的学员有一定年龄
跨度，美术功底参差不齐，这对老师的授
课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

李沐晨今年25岁，研究生毕业于伦敦
艺术大学传媒学院品牌设计专业，曾在国
外艺术院校担任教学总监。李沐晨观察
到，部分初学职工觉得绘画门槛高，自信
心不强，上课时总有畏难情绪。为此她在
备课阶段下足功夫，课前都会画一幅范
画，从定位打形到铺色渲染，她每画一步
就拍一张照片，做成合集附在课件内，方
便学员跟练模仿。

相较于传授技法，李沐晨认为让职工
在一个半小时内体验绘画艺术承载的文
化和美感更为重要。在二十四节气水彩
课程中，“大暑”主题绘画相对复杂，李沐
晨另辟蹊径，让学员用水彩铺色描绘背
景，用黏土捏成荷花、荷叶、莲藕等复杂图
案，“一来可以让学员真实感受美术中的
明暗立体关系，二来多样的形式有助于保
持他们对美的兴趣和探索欲”。

由于课程设计灵动新颖，她的课不少
职工慕名前来。

武汉工人文化宫负责人刘翠华介绍，
武汉职工课堂所有课程公益免费，为了持
续提升教学质量，满足职工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还组建了一个涵盖多领域的教师
库，实施动态管理，目前已有教学经验丰
富的专业老师80余位，并且还在持续扩招
中。

据介绍，为确保教师队伍的活力与专
业水平，武汉市工人文化宫管理中心还定
期组织学员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对教
学活动进行多维度评价，包括教学内容的
深度与广度、教学方法的创新性与实用性
以及师生互动的有效性等，以此作为调整
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激励教师不断进步的
重要依据。

他们说
职工课堂实用又解压

在进一步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之余，
武汉职工课堂满足职工技能提升、兴趣培
养、职场释压、破圈交流等多方面的需求，

10月16日晚6时30分，武汉职工课堂
摄影公开课上，30余名学员正在沙湖社区
2楼“玩手机”。“在摄影中，常见的构图方
法有三分法、对称构图和引导线构图，确
定拍摄重点后需要合理地运用这些构图

方法来安排画面元素，以突出主题、增强
视觉效果并引导观众的视线。”课堂上，授
课老师涂恒举起手机拍摄照片，让学生感
受不同构图呈现的视觉效果。

课堂上，孙女士将手机镜头对准一起
学习摄影的好友，咔嚓一声摁下快门。经
过学习，孙女士不再习惯性地把拍摄主体
放在中间，而是选择三分线构图，整个画
面更为平衡、意蕴深长。

谌贵桃是武昌区某校行政管理人员，
下班后从单位直接赶来。“我的工作常常
需要拍摄照片，比如活动记录、会议记录
等，得知职工课堂免费开设摄影课，就第
一时间报名了。”她希望通过为期2个月的
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摄影水平。

今年9月，在武汉职工课堂系统学习
了摄影课程后，“90后”彭伟康购入了全套
摄影装备，包括机身、镜头、闪光灯、存储
卡、反光板等，尝试开拓“副业”。现在，彭
伟康总是趁周末空闲时间去拍摄活动照
片或人像摄影，一次工作后，对方看到照
片后特别满意，还请他喝奶茶，“让人特别
有成就感，一次课程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
趣”。

工作后社交圈相对固定，秦砖表示很
难遇到爱好相似、志趣相投的朋友。在职
工课堂，不同背景的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
相遇并结成好友，这让她感觉幸福而知
足。“现在的我比年轻时的我更珍惜学习
的时光，它让我更有追求，而不是放任自
己。”

2024年初，郑红因朋友推荐报名了职
工课堂，从此成了一名“宫粉”，模特步、舞
蹈、英语……她都学过。

每到晚上或是周末，她便前往武汉工
人文化宫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半小
时”。“每次去上课，就仿佛回到了黄金时
代，感觉自己是鲜活的、有朝气的。”郑红
感慨，“在这里，我就是我，一个不断进步、
充实自己的我，无需顾虑太多。”

35 岁的杜佩在暑期职工的爵士舞公
益课程中找到了久违的松弛感。“这是我
第一次报名参加职工课堂，体验很好，当
我全神贯注跟着老师学动作、练节奏时，
工作的压力大大减少，学成后的那种成就
感无法形容。”在3个月的学习中，零基础
的她学会了三支舞蹈，回家展示给家人看
时特别兴奋。

“受益匪浅！在这堂课上，我惊喜地
发现了最适合自己的服装色彩！”10月15
日晚，东西湖区工人文化宫，职场形象设
计课程座无虚席。职工陈女士今年32岁，
第一次参与这类美学课程。在课堂上，高
级形象管理顾问、形象讲师龚园通过不同
颜色布料的映衬对比，让她切身感受到不
同色彩搭配产生的视觉冲击。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武
汉职工课堂还将走进园区、企业、社区中，
走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中，最大限
度满足职工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提供更
加优质的职工课堂内容，为广大职工的生
活添色增彩，为职工成长成才“充电赋
能”。 撰文：贺鹏 刘倩

昆曲基础课。职工模特步课程。

从浙江学习回来，聂权恢复日常“打
卡”——带着工作人员转景区。“每天至
少进一次景区，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他
是个细节达人。”

景区员工说，最怕聂总进来，记性
好，眼睛毒，“两眼一瞄啥都逃不过”。

这个年轻老板身上的勤奋和努力常
让员工叹服，他对品质的严格要求更让
大家不敢懈怠。

巫傩部落月光倾城的主题房间内，
有一个造型独特的沙发，是许多住客的
心头好，窝在里面像躺在妈妈的怀抱。

这个单价7万余元的沙发就是聂权
亲自挑选的。软装设计时，设计师提供
了十余款沙发样式，他都不满意。他自

己翻阅国外设计网站，这款名为“妈妈的
怀抱”的沙发让他一眼相中。

“巫傩部落主打野奢风，要让客人在
进入的第一秒开始，在每个细节、每个可
触可感可见的地方感受到品质与温情。”
聂权说。

硬装、软装，乃至毛巾、抱枕，聂权都
会亲自选品。餐饮搭配，园林绿化，聂权
也要自己把关。

“他经常说高标准高品质才能让游
客体验感更好。”木兰草原新媒体部经理
段亚洁说。

“推陈出新只是一方面，最终都要落
在游客的体验感上，所有的产品都是为
了给游客一个好的游玩感受，好与坏往

往体现在细微之处，做到极致才有品
质。”聂权说。

“他不仅能发现问题，也能巧妙解决
问题，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周龙说。

国庆假期首日秋高气爽，到木兰草
原露营的游客暴增。

当天下午，聂权进园巡查发现，草坪
上遗落不少垃圾和物件。照此，每天至
少得再加 50 个保洁人员。成本增加不
说，一时间去哪找人？

正当大家头疼时，聂权让运营负责
人准备垃圾袋，并要求大门工作人员次
日起给每个进园游客发一个袋子。

2日傍晚，游客陆续出园，效果便显
现出来。有了垃圾袋后，大家自觉把垃

圾收进袋子，大部分游客主动将袋子带
到垃圾桶或带出景区，从而大大减轻了
工作人员捡拾归堆的工作。

“保洁员没有增加，景区却更干净
了，还节约了近7万元的保洁费。”段亚洁
说。

2014年，从国外留学回来接手景区
时，聂权就向父亲提出，“走自己的路，按
自己的方式管理”。

如今10年过去，木兰草原单日客流
量最高达5.3万人次，年客流量260万人
次，年收入2.3亿元，辐射带动1600户农
民增收致富，曾经的“荒山坡”转型成为
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文旅样板。

文/李婷 刘庆乐

“木兰新农人”聂权：执着出“新”让5A景区尽起“潮范儿”
国庆长假一结束，聂权马不停蹄赶到江浙一带学习，回汉又去武

汉现代农产品加工园考察，“找找灵感和思路，琢磨新产品和下一步
转型。”

聂权是武汉木兰草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接手木兰草原时，他26岁，刚留学回国。10年时间，他把往日荒芜的
山坡，变成年营收过亿、风格独树一帜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坚持原创“景”上添“金”新品民宿上新5个月销售超500万元
日赏千亩花海，夜观璀璨烟花，实景

演出、游乐项目目不暇接……国庆假期，
木兰草原接待游客量 15.6 万人次，同比
上涨10%，收入增长20.3%。

景区内，轻奢风格的巫傩部落民宿、
松鼠相伴的松鼠王国森林酒店，与沙漠
风情伊尔那非伽民宿组成梦栖谷度假
区。虽然三大主题民宿最高单价达5000
元一晚，但节假日仍一房难求。

伊尔那非伽所在的位置，是景区原
有的一片小荒坡。此前，这里打造的是
以木兰行军为主题的帐篷营地。

入住率高，消费单价低，住宿品质一

般。看到产品短板和游客需求之间的差
异，聂权决定焕新。

有供应商自动找上门，愿意免费定
制成品星空帐篷搬到草原，却被他拒绝。

“简单硬件更换只是原地升级，我们
更想做原创文旅产品，营造全方位沉浸
体验场景。”聂权说。

他心里有本账，简单升级看似投入
少、成本低，但也意味着容易复制，只有
独一无二的原创才能让产品生命线更
长、价值更高。

留学时聂权曾到北非游玩，异域沙
漠风情让他印象深刻，他决定把沙漠

“搬”到草原。
为了营造摩洛哥浪漫梦境，聂权四处

寻访，精心挑选特色砂砾，种植猴面包树和
沙生植物等热带植物。

这些植物对温度和环境的要求极
高，低于15℃便无法存活，且不能长时间
接触雨水。

为此，他不惜成本加装加热装置，培养
专业养护人员，在下雨天进行抽水作业，确
保植物健康生长。

虽然成本投入增加10倍，但带来的
市场效果立竿见影。

“今年 5 月一经推出就引来‘订房

热’，开业至今入住率均超83%，仅这一个
主题民宿销售额就超500万元，较原来帐
篷营地增长225%。”木兰草原运营总监周
龙介绍。

创新的不只民宿。大型实景演艺
《花木兰·云中战歌》、国际风筝邀请赛、
格桑花节以及9月底落幕的首届木兰草
原那达慕大会……每年，草原都会推出
1—2个文旅新品。

在聂权看来，传统观光游已不能满
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做旅游要有想象力，
需要不断创新有生命力的业态，带动木
兰草原向休闲度假游转型。

扎根景区的“细节达人”多发一个塑料袋成本节约7万元

聂权（右一）在景区查看马匹情况。

《花木兰·云中战歌》带你穿
越回古代战场感受英雄传奇。

这款名为“妈妈的怀抱”的沙
发是许多住客的心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