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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博物馆通过提供高质量文化供给，已然是
日益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逛博物馆成为一种
文化消费和时尚潮流。“为一座馆，赴一座城”已成为
不少群众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博物馆已成为
我们城市发展的“文化加速器”。

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资产，博物馆的发展水平体
现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发展程度。作为省内为数不多
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安庆博物馆以其丰富且特色鲜明
的馆藏文物与精彩纷呈的展览，不断拉近与观众的距
离。2024年，安庆博物馆接待观众达96万人次，激活
增强了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赢得了社会效
益。也使安庆博物馆以独特的“文化芯片”，提升了城
市的软实力，成为宜城发展的“文化加速器”，而宜城
的文化肌理、经济实力，也源源不断为博物馆提供养
分和服务，共同编写着文明传承与互鉴的当代代码。

地方博物馆承载着讲述地域文明、传承历史文
脉、涵养城市品格的重要功能。加强博物馆与其他行
业特别是文旅产业的融合，推动博物馆旅游热潮更
广泛、更可持续，这是“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
未来”所必须。我市26家旅行社已与安庆博物馆进
行文旅合作签约，让“博物馆与旅游”更好的“牵

手”，开创出“博物馆+旅游”的新模式，博物馆也
将会跃居文旅“顶流”。

让博物馆成为城市发展“文化加速器”，还需要为
观众，尤其是为年轻观众解读经典文化，用新颖的形
式表现其丰富内涵，这其中优质的文创设计是一种很
好的载体。我们要挖掘安庆文化资源“富矿”，不断创
新文创产品和服务手段。近期，安庆博物馆开启了一
场文化解码行动，举办“安庆有礼”首届文创产品设计
大赛，收到近300件各具特色的作品。我们期待这些
极具安庆代表性的文博创意产品，将文物元素融入日
常生活，尽快成为文博商品。吸引年轻观众，让他们
愿意为自己的所爱“埋单”，使“打卡博物馆”“买文创”
成为一种鲜亮的风尚，以重构安庆“从厚重历史到年
轻活力”的文旅形象。

作为博物馆的核心业务与为观众服务的主要内容，
安庆博物馆将举办6大精彩展览。涉及传统非遗技艺、
重大历史文化、安庆本土艺术成就、黄梅戏艺术等题
材。在这些富有特色的展览中，我们要注重科技融入以
及互动体验，让公众更能深入了解文物的内涵和价值。

这需要以积极探索的新形式，让博物馆的传统文
化在数字时代迸发新活力，增强“博物馆体验”。要借

助AI技术，通过科技赋能、跨界融合等创新，改变叙事
方式，挖掘文物内涵、让文物“活”起来，让展览“动”起
来。让博物馆不再是单向输出文化知识的展厅，而成
为激发观众参与感和创造力的乐园。使文物展示单
向传播，变成穿越时空的古今对话与互动体验。把文
化表达变得更潮流，把文博展览变为新时尚，实现与
年轻人文化需求的“双向奔赴”，有效的提升观众的体
验，创造新的价值。

如果说文物是凝固的民族史诗，那么文物讲解就
是对历史的动态传承。因此，为“快速变化社会中的
博物馆未来”，我们要推动博物馆讲解服务提档升级，
要强化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博物馆可通过经常性
开展讲解员专项培训，采取岗位竞赛、专业比拼等形
式，引导讲解员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创新和优化文物
讲解的形式。

还需要扩大和丰富讲解服务供给，可定期邀请考
古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举办讲解专场，或利用
人工智能等技术探索打造智慧观览场景，增强讲解的
趣味性、吸引力。如此多向发力，我们就能让博物馆
更好成为城市发展的“文化加速器”，贡献出不可或缺
的文化力量。

让博物馆成为城市发展“文化加速器”
□ 特约评论员 潘天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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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
物馆未来”，这是今年“国际
博物馆日”的主题。特展名
单发布、签订文旅协议、拓
印社教活动、免费鉴宝……
5月18日，安庆博物馆“国
际博物馆日”主场活动热闹
开场，博物馆再次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
（《安庆日报》5月19日）

面对东南大学的招聘公告，有网友戏称“高校食
堂也要卷博士了”，更有声音质疑这是“人才高消
费”。但细看岗位职责——负责菜品开发、核价、餐饮
质量监管及文化建设，这显然不是招“掌勺大厨”，而
是招食堂系统的专业管理者。当高等教育机构将餐
饮服务纳入专业化管理体系时，博士学历的要求恰恰
折射出高校后勤改革的深层次需求。

该岗位明确要求食品、营养或烹饪相关专业背景，这
与传统认知中“食堂师傅”的职业画像截然不同。现代高校
食堂早已超越“大锅饭”时代，需应对食品安全监管、营养配
比科学化、成本精细化管理等多重挑战。东南大学四牌楼
校区日均供餐超2万人次，其餐饮系统复杂度不亚于中型
连锁企业。国外一些知名大学的膳食管理部门，同样由食
品科学博士领衔，通过数据分析优化供应链。将这类专业
岗位与“炒菜”划等号，实则是用旧眼光看待新业态。

18万年薪的科员岗位要求博士，并非“学历通胀”。
公告中“择优纳入事业编制”的条款，暗示该岗位需承担
制度设计职能。当前高校食堂普遍面临物价波动、外包
监管、舆情应对等压力，南京某高校就曾因“鸭脖鼠头”事
件陷入公关危机。具备科研素养的管理者，更能建立标
准化流程和风险预案。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推进二
十余年，正需要这类复合型人才搭建现代化管理体系。

舆论争议的本质，是社会对博士就业方向的固有想
象。很显然，随着社会地方发展，以及国民学历的普遍提
高，尤其是伴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博士进入应用领域实
属常态。据统计，我国2023年食品安全领域专业人才缺
口达80万，其中高校系统占比12%。与其质疑“博士该
不该管食堂”，不如关注如何让专业人才在细分领域创造价
值。当我们看见北大硕士生当城管、复旦博士任教幼儿
园时，或许该思考：不是高学历者“下沉”了，而是社
会各领域对专业化的要求“上升”了。在精细化治理成
为共识的今天，用博士学位去管理一校之膳食，何尝不
是对“民以食为天”的郑重对待？

大学食堂招博士未必

就是“人才高消费”
□ 苑广阔

5月 22日，位于南京
的东南大学官网发布的一
则招聘公告引发网友关

注。公告显示，该校总务处计划招聘1名膳食
管理办公室管理岗人员。岗位任务包括“负责
菜品开发、规划、核价、烹饪、第一、二课堂等文
化建设”等。其中，“博士学历”“烹饪”等表述，
引发不少网友讨论：“高校食堂岗位也要博士
学历了？” （5月22日澎湃新闻）

近期，多家国有大行及部分股份行，进行
了新一轮的存款利率下调。调整后，国有六大
行的定期存款整存整取一年期利率在0.95%—
0.98%，跌破1%关口，进入“0字头”时代。存款
利率为什么降？利率进入“0字头”时代，对于
老百姓传统的储蓄方式意味着什么？眼下，如
果有了闲钱，还存不存钱？怎么存？

（5月22日 央视网 报道）

存款利率进入

“0字头”时代

漫画/王铎

只要花几百块钱，买了“押题神器”，就能考高
分、上名校了，这看上去也太美了。可是，无论是
大师还是AI，都绝非高考制胜的“法宝”，盲目迷信
押题，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幻梦，如果这么简单
就能押题，岂不是人人都能考高分了。事实上，剥
开营销话术的外衣，所谓的“押题神器”不过是商
家精心编织的焦虑收割机，其本质与高考命题的

“反押题”机制、教育规律的科学性背道而驰。
商家宣称的“押中”往往充满文字游戏，比如

数学题仅因考查同一知识点，题干设问全然不同就
被判定“押中”；物理题仅因情境类似就自夸预测成
功。这种宽泛到离谱的判定标准，暴露了押题卷的
本质，其实就是围绕考点的普通练习题，根本无法
精准命中高考真题。考生与其花大价钱购买华而不
实的卷子，不如沉下心来，扎实掌握课本基础知
识，提高解题能力。

而且，商家所鼓吹的各种“名师”“大师”，其实都
是包装出来的，并无真实的押题能力，只是依靠大量
押题，博取押中概率，进而打着押题“权威”的旗号，忽
悠考生和家长。至于AI押题，同样是噱头大于实质。
随着AI技术的火热，很多人对AI产生信赖，不少博主
借助大模型生成考题，在社交平台大肆引流，但所谓

的高相似度对比，不过是对题型和考查方向的简单匹
配，完全脱离题目本身的逻辑与难度。

如果说传统“大师押题”，还需要费点心思，花
些时间出题，尚且有门槛，并非普通人可做。现在
AI押题就太简单了，无论是谁，只要给出提示词，
AI几十秒就能出一套模拟试卷，非常高效，这也是
AI押题得以快速崛起的主因。不过，AI生成试卷并
不靠谱，存在错题、重复等问题，还有不可避免地
胡说八道，比如前阵子某地的AI生成试卷里，竟然
出现了伪造的“唐诗和诗人”，令人大跌眼镜。

在“押题经济”的狂欢中，最值得警惕的，是部分
考生和家长将希望寄托于“运气”而非努力。事实上，
高考命题虽有规律可循，但绝非靠几套“密卷”就能破
解，与其盲目追逐“押题神器”，不如静下心来，查漏补
缺，巩固基础，沉心静气迎接高考。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训
练“应试机器”。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其价值不仅
在于分数，更在于检验学生多年学习的成果，若因
迷信“押题”而忽视系统复习，无疑是本末倒置。
与其被商家的营销话术牵着鼻子走，不如相信自己
的努力。毕竟，真正的“高考法宝”，从来不在别人
的预测里，而在考生自己的手中。

莫把“押题神器”当成“高考法宝”
□ 江德斌

随着高考临近，模拟
押题卷市场热度居高不
下。市场上试题种类繁
多，价格参差不齐。相较
售价几十元的模拟试卷，
一些试卷打出“预测”甚
至“押题”的名号，价格
便飙升至三四百元。眼
下，名师和AI预测押题齐
上阵……他们真的靠谱
吗？AI“押题”真的能成
备考“神器”？

（5月25日央广网）

■上海一地道成“出片地”？
交管部门：已开展专项整治

近日，上海新华路隧道成为网
红拍照打卡点。有市民在夜晚进
入这条明令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
进入的隧道，只为拍出“王家卫风”
的照片。5月21日，记者从上海市
公安局长宁分局获悉，日前，长宁
交管部门针对行人违反禁令标志
进入新华路地道打卡拍照的交通
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交管部门介绍，针对近日社交
平台上出现的个别人员进入新华
路地道内打卡拍照的内容，交管部
门在正常巡逻频次的基础上，第一
时间加强了对地道周边路段的巡
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劝阻有类似想
法的市民，同时对近期违反禁令标
志进入地道的违法行为进行溯源。

（5月21日 上观新闻）
微评：上海新华路隧道因独特

的光影氛围成为新晋“王家卫风”拍
摄地，本是城市景观的意外出圈，却
因部分市民的“铤而走险”演变为公
共安全事件。这场“氛围感”与“安
全感”的博弈，折射出流量会令人盲
目，具体则体现在行为边界的模糊
与法治意识的缺失——那些在平台
发布“打卡教程”时刻意隐瞒风险
的博主，那些将公共空间异化为牟
利工具组织付费约拍的经营者，以
及在接受处罚时坦言自己明知禁令
却因“想博取关注”而冒险的打卡
人，概莫能外。

无论是“王家卫风”，还是“王
晶风”，为追求这种美学而将生命
置于险境，无疑皆是对艺术精神的
曲解。当每个人都能在镜头前多
一分对规则的敬畏，少一分对流量
的盲从，城市的每个角落才能真正
成为承载美好记忆的“安全取景
框”。正如网友在评论区的提醒：

“风景再美，也美不过活着的你。”

■家长陪餐时发现学校
食堂绞肉机现大量活蛆！

5月23日中午，一位浙江余姚
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姚北实验学校
小学部食堂里发现活蛆，“都是啊，
太恶心了！”现场视频显示，疑似在
食堂绞肉机接口处，肉眼可见不少
白色的蛆虫在蠕动。现场有多名
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在查看。

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有网友称
是在学校食堂的绞肉机里发现的，并
称“难怪这段时间孩子老是喊肚子
痛，不排除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5月23日 大风新闻）
微评：这起由家长陪餐时偶然

发现的恶性事件，再次将校园食品
安全问题推上舆论风口浪尖。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家长陪餐
制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监督
作用，家长的“偶然一瞥”成功地守卫
了最后一道防线。令人忧心的是，这
是一起由家长陪餐时偶然发现的恶
性事件，若没有家长的意外发现，不
知这台绞肉机还会滋生多少活蛆，或
者说，会有多少隐藏的食品安全风险
最终化为进入孩子们身体的病原体？

显然，校园食品安全不能仅靠
突击检查或形式化的陪餐，而应建立
常态化、智能化的监管体系，将责任
压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让每
一个操作都暴露在阳光之下。在此
过程中，学校和监管部门都不能推卸
管理责任，如此才能真正守护学生

“舌尖上的安全”。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