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18日，是第四十一个国际博物馆
日。知道济南有几座百岁以上的博物馆吗？

在齐鲁医院，有座六棱石柱、拱券雕花的老
建筑，格外别致。笔者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古
老的广智院。据了解，广智院是建于1910年的博
物馆，1911年1月30日开馆后，“到广智院看西洋
景”成了当时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话题。广智院
入口处有一个自动计数器(在当时也算是个高科技

玩意儿)，观众最多时一天曾到过9000人次，1930
年居然创出过40万人次的奇迹，而济南市区当时
的人口总量也达不到这个数。

107岁的广智院，并非济南最早的博物馆。
在大明湖西南角的遐园，有个金石保存所，这是
1910年10月建成的“博物馆”，专用于采集博物
标本、理化器械及各种动物，人文历史和自然科
学并存，可称为济南最早的博物馆。

金石保存所和广智院，在我国博物馆史上具
有重要地位，如今却分别静卧于遐园和齐鲁医院
内，大门关闭、鲜有人知，令人感慨。

拥有一座博物馆，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沉淀
的结果，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当地民众
的福祉。山东历史悠久，东南西北各个区域，都
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博物馆。如，济南不仅有山东

博物馆，拥有历史文物10万余件，自然标本8000
余件，藏书12万册，还有泉水博物馆、曲山艺海
博物馆、老舍纪念馆、阿胶博物馆等百余座各种
类型、各种内容的博物馆，其所蕴含的文化底蕴
让人感叹。再如，青岛的啤酒博物馆、淄博的陶
瓷馆、古车馆、足球馆、潍坊的风筝馆，威海的
甲午战争博物馆、烟台的张裕酒文化博物馆、曲
阜的状元文化博物馆、临沂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博
物馆、聊城的运河文化博物馆等，人们在这些地
方，与文物与历史进行对话，感受着历史的厚
重，接受着文化的熏陶。

但是，不少博物馆和金石所、广智院一样，
“养在深闺人未识”。笔者在省内各地采访时，
就常“偶遇”一些各具特色的博物馆，有的是地
方办的，有的是企业办或民间办的，大多也是冷

冷清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收藏在禁
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沉睡的博物馆
“醒”起来，就是要少一些高冷，多一分贴近大
众的亲切；不仅要做好研究、保护，更要寻找最
合适的方式，让民众走进博物馆，多一些互动、
多一些体验，在博物馆里聆听诗歌朗诵，拿起画
笔体验古建彩画绘制，踏上遗址探访丰富的古文
化遗存，在这种双向交流中，让博物馆与公众共
同收获进步。

博物馆的价值，不仅在于拥有多少馆藏，更
在于让沉睡在库房中的藏品多多“苏醒”、“动
起来、活起来”，走到市民身边，走到互联网
上，将它们身上承载的深沉厚重的文化历史，以
鲜活的形式抵达人们的心灵。

在安徽铜陵市东第花园小区，不少楼下都摆
有“二维码智能垃圾分类箱”。打开标有“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的不同箱子，里面每个垃圾袋上都贴
有二维码。（5月22日《人民日报》）

铜陵市的做法挺新鲜。说其新鲜是因为有着
两个因素：其一，所有的垃圾桶都实施了二维码智
能管理；其二，居民家庭有对应自己家庭信息的

“二维码垃圾袋”，谁没有按照要求分类丢弃垃圾，
只要监管部门扫描一下垃圾袋的信息，就能找到
背后的家庭，以便采取处罚措施。

垃圾分类是确保环境维护、科学处理、合理利
用的有效途径。铜陵市推广“二维码垃圾袋”，每户
居民都有专属于自己家庭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
就印刷在垃圾袋上。让所有家庭使用“二维码垃圾
袋”投放垃圾，一旦发现没有按照要求投放垃圾，
就可以依据“二维码垃圾袋”找到对应的家庭，依
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这是对文明责任的一种倒
逼，逼着市民不得不文明投放垃圾。最为关键的
是，这些“二维码垃圾袋”都是免费的，这在一定程
度上激发了市民采用“二维码垃圾袋”的热情。

垃圾污染不是小事情，推广垃圾分类需要严
格处罚，更需要管理智慧，更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
段，铜陵的经验值得各地借鉴。

5月18日上午，东明县陆圈镇蓝天幼儿园车辆
接送学生上学时，将该镇张焕村一名4岁女童遗忘
车内，17时发现后立即送往市立医院，经检验死
亡。

有媒体统计，仅2006年至2017年，我国就有20
多名儿童被忘在车内导致死亡。面对如此冰冷的
数据，令人痛心，也让人感叹：生命，最可怕的是被
遗忘。原本只是一次正常的上学，只是因为司机或

者老师的遗忘，就让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试问
每名司机、每名老师，如果乘车的学生都是你们的
子女，你们还会遗忘吗？遗忘孩子的司机和老师都
是刽子手，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世人的谴责。

我们不缺规章制度，缺的是严格遵守。如果每
名校车司机、学校老师都能够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认真清点人数、规范交接程序，相信遗忘孩子的事
情就不会发生。（5月2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李女士的孩子是武汉市江夏区一幼儿园的
学生，孩子在幼儿园的兴趣班中学习舞蹈。5
月19日，班级群中的参赛通知引起了李女士的
注意。因孩子的名字出现在参赛名单上，她在
微信群里表示，孩子不参加比赛。接着，园方
和李女士就孩子参赛问题发生语言冲突，出现
了园方指责李女士“你就不配当妈”等言论，
让李女士感到愤怒。（ 5月 2 1日《武汉晚
报》）

孩子上幼儿园，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家
长让孩子参加了幼儿园的兴趣班。参加这样的
兴趣班，如果孩子喜欢舞蹈，能够学点特长，
那么对家长、幼儿园也是个双赢；如果孩子不
喜欢，就是跟着玩玩也没有什么，毕竟，这个
年龄的孩子兴趣不定，家长让孩子报这样的舞
蹈班是为了孩子多方面发展，初衷也不是为了
比赛，家长和孩子有不比赛的自由。

但现实是，家长没有功利心，但幼儿园却
充满了功利心，原本只是参加兴趣班，现在学
校要求参加比赛——— 没猜错的话，是参加六一
儿童节的节目比赛，而且家长还得无条件配
合。幼儿园强制孩子去比赛，不但把教育给功
利化了，也把孩子的父母当作自己的“助
手”，稍稍不加配合，便大骂起来，正如网友
所言，这样的幼儿园实在有一些过分。

在现实中，尽管多数情况下，家长不会遇
到“你就不配当妈”的攻击，但被老师们牵着

鼻子走却是十分常见的。比如去年杭州2万多
小学生被要求养蚕体验生命，结果家长满城找
桑叶。再比如，长沙市教育局下发《长沙市减
轻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六项规定(试行)》的
文件，该规定2017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规
定，教师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
教师必须在课堂上给学生布置作业，不得要求
家长通过网络下载并打印作业。当家长都成为
老师随意指使的工具，还需要教育部门专门下
文件禁止时，可见，教师对家长的支配到了何
等严重的程度。

随着QQ、微信等软件的普及，如今的家
长和老师可以更便利地做一些交流和互动。但
问题是，交流的便利却给家长带来了负担。比
如媒体就曾报道过，一些家长天天盯着家长
群，甚至都得了焦虑症；有一些过分的老师，
更是利用这些交流工具，索要红包，等等。

“你就不配当妈”事件虽然极端，但却暴
露出了如今教育方面存在的大问题。现在一些
学校和老师，深谙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心理，并
借助这种心理，过分地“绑架”家长。乃至于
家园共建、家校共建成为了家长的负担。现实
是，不管是科技多发达，也不管是教育多发
达，教师应该负担起更多的责任。正如在以
前，老师们对学生往往更加负责，不会遇到什
么麻烦事情都将其推诿给家长。推卸管理的老
师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的教育现状必须扭转。

作 者/ 张建辉

近期，有不少市民向本报记者反映，如今正是
换季时节，家家户户都忙着晒被子，但自己居住的
小区里，存在不少晾晒衣被引出的糟心事。（5月21
日《南国早报》）

对于晒被子，竟然让市民“含泪”诉说，可见民
怨之烈了。家住南宁市兴宁区瀚林美筑的谢女士
气鼓鼓地说，每年到了换季想要晒被子，她就只能
跟物业“打游击”。谢女士住的房子，阳台常年晒不
到阳光，衣服只能靠风干。家住泽峰苑小区的蔡女
士说，她家阳台也见不到阳光，而楼顶常年被锁，
为了晒被子，她只能买了简易晾衣架，追着阳光晒
被子。先拿到楼下绿化带晾晒，阳光转移后，再移
到另一栋楼前的地坪晒。

记者了解到，晾晒难主要集中在老旧小区和
高层小区，有的是房子硬件条件限制，如阳台朝向
见不到阳光或楼间距太窄挡住阳光；有的是封闭
阳台，不好晾晒衣被；有的小区楼顶只有隔热层没
有承重层，不给居民上楼顶，也不设晾晒区。

勤晒被子是一个基本的卫生要求，也是一项
民生工程。可是，就是这么一件小事，解决起来却
并不容易。笔者建议在不影响小区绿化的前提下
设置晾晒区，由物业统一制作拉有钢绳的晒衣架，
同时制订晾晒公约，做到文明晾晒，安排专人管理
晾晒区等。有条件的住宅楼，应开放楼顶，以方便
居民晒被子。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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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沉睡的博物馆“醒”来
□ 孙秀岭

“你就不配当妈”

折射家长教育负担
□ 刘义杰

“二维码垃圾袋”

让垃圾存放更文明
□ 郭元鹏

保证业主晒被子

也是民生工程
□ 殷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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