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来，大学游，是大学向社会开

放资源，参观者了解大学、体验大学

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很显

然，目前的大学游，变为了景点游，还

成为一些机构的商机。参观大学者

并没有真正去感受大学学习生活，而

这样的大学游，也增加了大学的管

理、维护成本，冲击大学的日常生活

秩序。对于这样的大学游，需要进行

规范治理。

大学游，总体来说，大致有三种

层次。最低层次的大学游，就是到大

学“到此一游”，走马观花，在标志性

建筑、景点前拍照留影；稍高层次的

大学游，是除了参观校园建筑、景观

之外，还参观开放实验室、博物馆等，

更深入了解大学；而深度的大学游，

则要在大学里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听

教授上课，做实验、听报告。

目前，国内大学游和出国的海外

游学，大多停留在第一层次。之所以

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社会存在

旺盛的大学游需求，商业机构看准其

中的商机。但是，大学就是开放校

园，让游客参观，都接待不过来，更不

用说开放实验室、博物馆，给学生做

讲座、报告了。

稍高层次的大学游和深度的大

学游，基本上只能由大学主导（带有

明显招生意图的大学夏令营、冬令营

等），或是与大学有合作关系的教育

机构进行设计。国内学生出国游学，

家长和学生，其实都希望深度游学，

也相信组织的机构和国外学校已经

洽谈好。但国外学校接待能力也有

限，不是所有游学团都会接待，因此，

真正深度游学的很少，游而不学的居

多，这也是国外游学饱受诟病之处。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国内大学

游，很大部分会是景点游。在这方

面，国内高校和国外高校还有所不

同，国外高校的校园大多是开放的，

没有围墙，参观比较方便。而国内高

校是有围墙的，因此，接待参观，就有

安全管理和维护成本问题。解决这

一问题，思路无非有二。一是破除学

校的围墙，把学校变为社区的一部

分，学校的公共资源可以和社区充分

共享。这一思路，多年来一直有不少

学者提出，可是，拆掉大学围墙，开放

校园，面临很大的现实阻力，高校管

理者担心一旦拆掉大学围墙，校园的

宁静将被打破，安全问题会增多，就

是目前有围墙，假期接待游客，都不

堪重负，拆掉围墙那不更乱。

二是在有围墙的情况下，将大学

作为一个景点进行开放。简单地说，

就是既然目前大学游已经变为景点

游，那不妨将其建设为一个向社会开

放的景点，增加景点接待、服务功能，

其中，参观实验室、博物馆等，也可作

为参观景点的一个体验项目。

当然，对此，社会舆论肯定会有

争议，大学怎么就变为了景点了？大

学变为景点，不是说就按景点收门

票，这要由政府部门和高校，在听取

师生和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共同

决定，一种是由政府拨款解决按景点

开放的管理、维护费用，就如一些公

园免费开放一样；一种是学校景点按

管理、维护费用准成本收费，也把收

费作为调控人流的一种方式（就如有

的高校提供收费停车场一样，既可让

社会车辆进入校园，也可通过收费控

制车辆进入）；再就是根据景点的接

待能力，提前在网上预约获得免费参

观门票，纳入规范管理。

在笔者看来，根据目前大学游的

现实情况，政府部门和高校，在广泛

听取师生和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

进行校园怎样开放的民主决策，其实

是大学最重要的“开放”，建立开放的

学校管理决策机制。按照这种决策

方式，有的高校不热门，校园可以不

受任何限制开放，而且，学校可以把

部分实验室、博物馆也向游客开放；

有的高校太热门，则需要按景区管

理、规划。这是处理大学游供求矛

盾，平衡各方利益和需求的选择。

（北京青年报）

记者联系了数位

出国留学学子，他们表

示国外高校参观游览

制度各有不同。例如

英国牛津大学及剑桥

大学的部分学院、美国

西点军校等高校需要

购买门票进入；俄罗斯

莫斯科大学等高校仅

接受团体预约参观，不

接受个人参观游览。

前往美国匹兹堡

大学深造的清华大学

硕 士 毕 业 生 赵 宁 说 ：

“有些美国高校确实免

费对外开放，但可能因

为国情差异，我很少见

到外国人扎堆游览大

学校园，影响学校正常

教学秩序的。”

广西社科院社会

学研究所所长周可达

认为，国内外情况有所

不同，国外高校大多完

全开放，但游客较少，

游客扎堆游览的现象

更是少见，而国内知名

学府一直以来备受推

崇和仰慕，全国各地的

游客想亲历校园风采

的心愿值得理解，但应

当用正当的方式表达

自己的诉求。

“高校风景不错，

加上文化底蕴深厚、知

识氛围较浓，老百姓大

多是想让孩子提前感

受优秀大学，激励孩子

努力学习。”周可达认

为，游客的出发点是好

的，但也要讲究时机和

方法，“参观时若孩子

年龄太小或家长了解

不全面不深入，走马观

花式的游历不会有太

好的效果，这样逛校园

与逛公园差别不大。”

(新华社)

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参观名

校？其初衷至少可分为三种。一

部分是情怀，圆梦嘛，对于当年差

了几百分没考上的学校，如今有

机会还是要一睹其风采；一部分

是现场“教学”，清华北大底蕴深

厚、文化氛围浓，很多家长带孩子

提前来感受一番、沾沾“学气儿”，

其间也必然少不了“你看人家的

学校”“等你长大了”等谆谆教

导。还有就是，很多人慕名而来，

但就是单纯看热闹的。

应该说，大学制定限客措施

也可以理解。不过，正因为名额

有限，资源紧张，“迫使”一些有条

件的人动起了歪脑筋。有的出钱

摆平，为了省时省力地进入校园，

选择向“黄牛”付钱；还有“佼佼

者”如这一家四口，竟屈身于快递

车中“偷渡”进校，也真是够拼

的。不是说好带孩子来感受文化

底蕴的吗？结果却是为达到目的

偷偷摸摸、投机取巧、不择手段，

手把手教孩子漠视规则、花钱走

捷径，这样的人被称为“熊家长”

也算客气了。

当然，有人或许会说，人家出

此下策也是迫不得已，实属无

奈。确实，北大清华的校门不好

进，有人凌晨4点就来排队，有的

在炎炎烈日下等几个小时都不一

定能进场——人家好不容易来一

趟，确实不甘心。但这就是不遵

守规则的理由吗？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

是司马迁的一句话。其实对于名

校游，假如不能得偿所愿，在校门

口跟孩子来一句“等你考上清华

就能进去了”，留点遗憾、留点期

待，不也很励志、很正能量吗？

还有，如果进入校园，名校游

应该怎么游？据记者现场所见，

北大校园里有人随意攀爬、吸烟、

坐卧草坪；清华校园里有游客把

食品包装袋、纸巾等废弃物随手

乱扔，附近环卫工表示，每天都有

很多垃圾，能装满七八车。很多

游客参观名校时，心里是怀着敬

畏，甚至充满神圣感的，言行举止

都文明规范；但也确实有些人零

食不停吃，怎么开心怎么来，完全

把校园当成了“自嗨”的舞台……

我想这些人除了差几百分考不上

名校，连基本的行为规范都相差

十万八千里。说到底，名校游应

该是走心的，主打“内涵”的，你的

涵养也要跟名校画风统一才行

啊！ （广州日报）

如此进清华，差了不只几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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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的受访者会把世界遗
产景点作为旅行的目的地。

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调查显

示，66.0%的受访者建议加紧对濒

危历史文物、景区的修复，63.4%

的受访者希望避免过多建设现代

设施，保留自然原貌。在前段时

间召开的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

会议上，青海可可西里与厦门鼓

浪屿先后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和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此，我国

已拥有52处世界遗产。

（中国青年报）

缺乏温馨的家庭环境，和监护
人缺少思想上的交流和沟通，有的
留守儿童久而久之很容易产生各
种问题……

暑假本来是孩子最开心的时

光，可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却意味

着没有着落。暑假期间，学校老师

缺席两个月，是留守儿童出问题的

高危时间段，由此引发了安全、教

育、情感、心理等一系列问题，亟待

引起社会的关注。 （工人日报）

目前国内具有批准文号的药
品约为 18 万个，儿童用药有
3000多个，占比不到2%，仅涉及
400多个品种。

由于儿童专用药匮乏，很多患

儿在服药时都被当成“缩小版成

人”对待。要破解儿童安全用药难

题，还需要动员社会各方发挥各自

的职能优势，让儿童用上儿童药。

(经济日报)

“群主只要逢年过节就号令大家
集体送礼，且连续不断，节节攀升。”

一位家长表示他们有个班级家

委会微信群，微信群的功能有一项，

就是讨论如何给老师送礼。记者在

京沪苏浙皖蒙等地调查了解到，这种

潜规则绝非一地所特有：家长在老师

第一次上门家访时要“表示表示”，假

期要“表示表示”，教师节更要“表示

表示”。为了杜绝“师腐”乱象，一些

学校开始主动在教师节前群发短信

给家长，声明绝对不收礼。（半月谈）

暑假来临，为一睹最高学府的风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常顶着烈日，排队几个小时才能进入清华北大校园。记者调查发现，在清华、北大校

园附近，集结了一批五花八门帮助游客“偷渡”进校园的商家，他们自称收取数十元费用，即可让游客不用排队就能入校园。对此，学校保安表示无

奈，只能凭借经验拦截“偷渡客”。在自称“花钱能帮游客进校园”的商家中，有快递员驾着快递车出现在其中。8月4日，记者在清华大学门口，目睹

了一辆快递三轮车内，藏进4人试图混进校园，但最终被学校保安识破。

如何处理“大学游”
的供需矛盾？

相 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