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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45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
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
重塑”。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
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
用。

中国博物馆事业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近年来，中国各类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设、
藏品保护研究、陈列展示和免费开放、满足
民众需求、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不断
取得进展。应该说，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
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
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博物馆是存贮文化遗产的巨型宝藏，
不能等同于一般景点，需要给公众以知识、
以思考、以启迪，体悟浩瀚历史，照亮美好
未来。数千年来，博物馆从私人收藏到开
放共享，在社会中的角色不断变化、更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只有深入挖掘文物
的文化价值、遗产的历史内涵，让博物馆珍
贵的藏品多起来、厚重的历史“活起来”、深
奥的科学“动起来”，使公众从“看热闹”变
成“看门道”，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从自然中
获得启示，让博物馆真正成为弘扬中华文
化精髓、保护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窗口。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纵观

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博物馆，莫不以普
及文化知识、促进公共教育为己任。无论
时代如何变幻，充分挖掘藏品内涵，体现博
物馆在链接“传统”与“未来”中的文化中枢
作用，帮助参观者提升人文和科学素养，依
然是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所在。然而，博物
馆的发展与公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相互
促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除了让人具有
拒绝浮躁、沉下心来欣赏文物价值的自觉，
如何放下职业身段，消除专业隔阂，让躺着
的历史“活”起来，让深奥的科学“动”起来，
让珍藏的艺术瑰宝、文化遗产为更多人所
了解，“以开民智而悦民心”，也是博物馆拉
近与公众距离的现实课题。

“如果把藏品当作是博物馆的心脏，那
么教育就是博物馆的灵魂。”只有个体自觉
与博物馆创新结合起来，博物馆才能真正
活起来，体现其应有的文化与教育价值。
正如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所言：“不创
新，没有一家博物馆的大门能够开得下
去。”而故宫博物院，本身就是创新方面的
一个成功案例。朝珠耳机、帝后娃娃、朱仙
镇木版年画等各式各样的文化创意产品，
早已成为一种风靡的时尚。这样的创新，
既让高冷的故宫博物院变得亲和力十足，
也激活了文物资源的生命力，让更多的人
参与进来。

一言蔽之，只有牢牢抓住公众的心，积
极探索赋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渠道和方

式，才能让博物馆摆脱陈旧、呆板印象，
“活”起来、“火”起来，这才是博物馆正确的
打开方式。也只有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才能让博物馆更接地气、更显
魅力，成为展示过往和高度浓缩的神秘世
界，在与公众更广更深的“亲密对话”中发
光发热、倍增美好。

博物馆行稳致远、进而有为，还应加强
学术研究和交流，提升业务水平、服务能力
和配套设施，在做好收藏、保护的同时，为
公众提供更多更有吸引力的展览和活动。
一方面要善于文创融合，贴近公众、贴近生
活、贴近实际，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目标人
群的文化利益追求，既要把布展设计得生
动活泼，也应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加强主题
性与专业性、互动性与趣味性，让公众在

“知识宝库”获得的不只是知识的增长，更
有心灵的滋养；另一方面要善于跨界融
合，让博物馆插上互联网、数字化的翅膀，
搭上“文博热”东风，运用“博物馆+”，打造
生动多元的新媒体产品，在跨领域、跨行
业、多元化、多交叉的融合中推动不同文
化互联互通、包容互鉴，让古老的文物焕
发新生。

“不在博物馆，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
博物馆日不只是博物馆人的节日，更是全
体民众的节日。博物展览，见证历史、以史
鉴今、启迪后人，让我们在博物馆遇见更广
阔的世界，让博物馆文明融入社会的心灵。

让博物馆藏“活起来”
□缘份天空

近年来，杭州有多所学校出现“一表生
爆表”、需要调剂的情况。这直接导致了家
长们开始提前布局学区房，带动二手房成
交火爆。今年一季度末，杭州市区二手房
成交约11534套，环比2月的4769套房源，
翻倍有余；同时，11534套二手房源更是创
下了近44个月成交量新高。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不少富阳家长们
也坐不住了，学区房已然成了当下家长们
最敏感的神经之一。笔者虽然还未成家养
娃，但身边也有不少“望子成龙”的家长。
依稀记得在一次聚会过程中，一位看似育
儿成功的家长正在向身边人传授“心法”。
大致意思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就像一个又
甜又大的西瓜，最理想的分配方案自然是
平均化分配，但平均化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过程，想要能够从中吃到大西瓜最甜的部
分，最现实的举措还是买学区房。听完这
番论断，不少家长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但笔
者不以为然。毕竟，学区房不是“状元房”，
优质教育资源不代表就一定能培养出优质
的学生。

当前，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方法大致分

为三类，考试录取、抽签摇号、划分学区。
考试录取凭的是本事，抽签摇号靠的是运
气，对于大部分家长而言，学区房自然就成
了一种简单且相对公平的解决方案。但学
区房真的对孩子的成长有利吗？

“辛辛苦苦一辈子，攒钱买个 70 平方
米的学区房，孩子怎么能只上个三本？”“一
家五口人挤在一个50平方米的学区房里，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诸如此类的发声，在
各大贴吧、论坛上屡见不鲜，从一系列对学
区房的控诉中可以看出，家长们真正焦虑
的根源在于对孩子未来发展无法把控的无
力感。学区房并不是缓解教育焦虑的一味
良药，多数家长忧虑最多的，其实是无法确
定孩子学有所成的愿望会不会实现。正因
如此，解决之道还是在于孩子自身。

我们不能否认，学区房通过资源化方
式网罗了一批相对来说能力突出的人，从
人际资源来看，对孩子成长无疑助力良
多。但这只是增加了孩子学有所成的几
率，却并不是教育的全部。一套价格动辄
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学区房，也许
拥有着所谓的绝对优质的教学资源，但倘

若孩子自身不愿进步，为人家长好逸恶劳，
以为入住学区房就万事大吉，那么孩子自
身成功的几率依然为零。

另一方面，高昂的学区房价格，不仅让
家长们苦闷，连带着也影响孩子们的情
绪。试想一下，一家人倾其所有甚至倾几
代人所有来购买学区房，孩子真的能做到
视而不见吗？优质的教学资源是孩子们需
要的，但轻松快乐、和谐美满的生活环境不
更是孩子们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吗？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物质上的支持固然重
要，但信任孩子、引导孩子才是为人父母真
正应该做的。父母的身体力行，可以让孩
子从父母身上看到一种不断奋发向上的精
神。学区房，也许可解一时之忧，却解不开
孩子人生中遇到的每一道难题。人的一
生，是一个个环节，父母是引路人，孩子才
是环节中真正的主导者。学区房，只是这
个环节中的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与
其疲于花精力在学区房上，不如好好审视
一下自己的孩子，找到他们的闪光点，开发
他们的潜力，让每个孩子都有获得成功的
权利。

学区房不是“状元房”，趋之若鹜大可不必
□戚高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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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
育”“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
耳熟能详的两句关于小孩子受教育的
至理名言。正因为此，小孩子从“幼小
衔接”开始就踏入了学海江湖，等待他
们的是重重叠叠的考试，过关斩将的
考学。面对升学等竞争压力，大多数
学生是刚刚放学便又被送进了辅导
班，好不容易到家了，还要上网课，等
到把作业都做完，早已是两眼迷离
了。这就是当前漫漫求学路上很大众
的一个场景。

时间都去哪儿了？显而易见，超
高强度的学习和正常教育之外的培训
班正在抢夺孩子们的休息时间和个性
发展空间。安排孩子参加各类校外培
训已经成为家长们的不二选择，这似
乎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又
一成才路径。有家长直言：“以我孩子
所在的班级为例，全班46个学生中有
43个有报培训班，其中报班最多的孩
子同时在接受 9 门课外培训，这在班
级里形成了一种培训班竞赛，不给孩
子报培训班或报高级班的家长就像是
不负责的家长，这种压力让人喘不过
气。”还有家长说：“其他学生都在报班
学习，自家的孩子如果没有跟上，就会
被拉下，竞争很残酷。”由此可见，参加
校外培训的频次已经是家长比拼的又
一赛场。而家长不断增加孩子校外培
训课程情况的根源在于家长而非是孩
子。家长只不过是通过校外培训这一
帖药来医治自己的竞争焦虑病而已。
这是其一。其二，过度的校外培训泯
灭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对于孩子来
说，如果是参加他们感兴趣的培训班，
培养兴趣爱好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

是在家长的强制要求下参加过多甚至
过度培训班则有可能出现反作用，结
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因为这不仅泯灭
了孩子的兴趣爱好，还影响孩子今后
内在发展的可延展性和创造性。同
时，过度培训又都是以牺牲他们的休
息时间为代价的，这对于正处在长个
儿的青少年而言，显然是得不偿失
的。据媒体报道，在某培训校区的一
个班级里，孩子们正在听课。其中有
部分孩子虽然身在课堂，但已经神游
物外，还有部分学生闭着眼睛不断“点
头”。类似的疲劳培训并非个案。

校外培训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
“热”。个中原委：一是疫情为线上教
育按下了“快进键”，网课教育已成为
校外培训的热门；二是家长的竞争焦
虑症更是催生了校外培训的“繁荣”。
正因为此，大量培训机构在资本的驱
动下，商业化经营，违背教育初心，大
量投放虚假广告，用促销手段吸引家
长和学生谋取经济利益，使得教育行
业的无序发展也逐渐形成恶性竞争。
今年，杭州市新闻办“3·15”消费者权
益日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内容显示，
教育培训行业的消费投诉举报呈现上
升趋势。根据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分
析，2020年，发生在教育培训行业的举
报 有 1680 件 ，比 往 年 同 期 增 长
142.42%；关于教育培训服务的投诉有
13363件，较往年同期增长141.51%。

由此可见，一方面是校外培训市
场的野蛮生长，另一方面是校外培训
行业的乱象丛生。而解决校外培训之
困除了教育部门的规范整治外，更需
要学生家长对校外培训的理性认识和
理性选择。

校外培训，想说爱你不容易
□顾俊民

首先，于个人而言，要树立正确良
好的个人习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形成文明生活自觉；践行绿色生活理
念；培养“时尚”生活情操。其次，于城
市而言，要做好城市清洁工作。各有
关单位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城市清
洁行动”的重要性。要加强宣传，将城

市清洁专项行动与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和创建文明城市等工作结合起来，积
极组织人员开展各项清扫活动。要让
群众在参与活动中享受清洁环境成
果，变“要我参与”为“我要参与”，形成
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

——汤荔明

区级层面应严格按照“办好一次
会、提升一座城”的要求，加快实施城
市建设、产业发展，建设一批具有富阳
特色的城市项目，科学规划产业的布
局和发展。合理布局公共交通，科学
规划公交线路和发车间隔，在早晚高
峰期增加发车密度，保证公共交通能
够满足市民们的需求，保证更多的人

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同时，相关部门
对垃圾分类工作也要积极地做好宣传
和落实，通过各种渠道确保市民们都
能接触并学会垃圾分类的知识，抓好
垃圾分类的监督工作，对不遵守垃圾
分类规定进行乱投乱放的人进行曝光
和处罚。

——于仰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