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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8 日是第 47 个国际博

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

美好生活”。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

珍宝博物院等以丰富的展览、活动为

市 民 游 客 呈 上 了 一 道 道“ 文 化 大

餐”。让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更近一

些，人们的精神世界会得到更多文化

滋养，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会因博物馆

的存在而更加美好。

走进博物馆，是一场与美的邂

逅。站在玻璃橱窗前，看着一件古老

的文物，除了感叹其工艺之精妙和古

人丰富的想象力，想必也会不由得深

入探究其背后的故事。蒙尘的器物

重见天日后，经过修复与保护重新呈

现出原貌，虽历经时光流转，但刻上

了时间印记后依然令亲眼所见者为

之动容。文物像为我们打开了连接

过去的大门，让我们走近听一听历史

的回声。许多文物颠沛流离后辗转

回归故土，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的艰

辛，也不断激发着大家保护文物以及

热爱传统文化的热情。

近年来，“博物馆热”日益升温。

如今，周末去博物馆已然成为了一种

生活方式，到一座城市旅游，去当地

博物馆“打卡”，更是了解城市历史文

化的极好途径。今年春节，海南省博

物馆备足“文化年货”，市民游客感受

民俗、欣赏文物、体验非遗，在博物馆

里过了一个“文化年”。“五一”假期，

海南省博物馆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

地的4.5万余名游客对省博经典展览

“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陈列”

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来了

一场深度“文化游”。公众对博物馆

的热情高涨，正是积极走进文物和博

物馆、关注文博事业的体现。

近年来，许多优秀电视节目的涌

现，也助推着一件件文物与公众“见

面”，例如《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幽

默风趣的语言为观众介绍国宝，让大

家感受国宝背后的价值与意义。可

见，如何讲好“文物故事”，打造更多

内容丰富且有特色的展览，不断满足

公众的需求以及对博物馆的期待，是

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因此，博

物馆不能“千馆一面”，应进一步凸显

地域文化特色，不但要引进其他地区

的优秀展览和展品，更要在原创性展

览上下功夫，结合本土特色使博物馆

成为展现地方历史文化的一张名片。

当前，博物馆成为研学游等活动的重

要场所，结合好线上线下两条渠道，持

续改进讲解方式、提升公众的参观体

验，运用数字技术让展品文物“活”起

来，让它们“走”出博物馆，“走”进人们

的生活中，发挥其公益属性，相信博物

馆的文化作用会惠及更多群众，使人

人都能走进博物馆感受文物之美，人

人都能共享优质的文化体验。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博物馆保存

着我们最珍贵的文化，让我们得以了

解灿烂文明的缘起，在感受历史的脉

搏中启迪心灵、厚植文化自信。期待

越来越多人爱上博物馆、走进博物

馆，在其中细细品味文物展览的悠长

滋味，让生活更加美好。 □吴翠霞

让博物馆滋养公众美好生活

毕业季即将到来，毕业年级的

孩子们也陆续开始拍摄毕业照

了。不过，近期，有成都高新区的

家长反映，自家孩子班上的毕业

照，每人收费 600 元，全班 30 多个

孩子加起来约 2 万元，家长对此有

些震惊：拍个小学毕业照，竟然要

花这么多钱？

（5月17日《成都商报》）
航拍、微电影、花式造型……每

人收费 600 元的小学毕业照“贵”气

逼人，让不少家长既感压力又十分

不解。这种豪华毕业照看起来非常

“高大上”，却是批量复制的流水线

产品，美则美矣，但缺少个性与内

涵，让人觉得“缺了点味道”。

传统毕业照里，全体老师、学生

笑眯眯地来个大合照，班级名称、

学生姓名一应俱全，成为岁月长河

里难以磨灭的印记。这种毕业照

简单明了，纪念意义到位。对比现

在的豪华毕业照，不仅花费不菲，

还不停摆造型耗费时间，最关键的

是连是谁都看不清，这种航拍的意

义何在？

毕业照的本质是记录孩子的

成长以及对同窗之情的定格，但近

年来，毕业照的拍摄变得日渐复

杂、昂贵。诚然，时代在进步，毕业

照创新无可厚非，但应有度。“贵”

气逼人的豪华毕业照已脱离班集

体成员温馨庆祝的范畴，也脱离了

孩子们相互陪伴的简单快乐，演变

成为世俗的攀比和无聊的展示。

在部分学校、家委会、摄影机构的

利益“勾兑”下，毕业照已然变味，

沦为炫耀攀比和浮夸比拼的“赛马

场”。不少孩子被这种豪华毕业照

折腾得疲惫不堪，由此可见，孩子

们的童真和快乐不是金钱能买得

到的，豪华、奢靡、炫耀等不正之

风，会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

深远影响。

教育的本质是关注人的成长，

有意义的毕业照不仅能在孩子的人

生中留下美好的回忆，还可以融洽

同学之间的关系，帮助孩子更好地

成长，而“贵”气逼人的小学毕业照

显然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拍摄豪华毕业照风潮渐起，值

得深思。让毕业照真实定格师生

情、同窗情，彰显教育的温情、质朴

与平等进步，教育孩子懂得感恩和

珍惜，引导学生在不攀比、不浪费

的基础上，去设计属于自己班级和

学校的独特毕业照，更考验教育的

温度和智慧。

□斯涵涵

游戏诱导充值乱象
亟待合力整治

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不少游戏都存在

诱导充值的问题，游戏运营商通过设置大量优

惠充值选项、高频率推送优惠充值活动甚至设

立“游戏托”的方式诱导玩家充值。受访专家

提出，要多方合力，强化监管，惩戒曝光违规行

为，整治乱象。 （5月17日《法治日报》）
游戏诱导充值已成为一大乱象。中消协发

布的《2022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

显示，受理的18075件网络游戏投诉中，主要问题

就包括游戏运营商诱导充值消费，如虚标道具、卡

牌等中奖概率，夸大活动效果，诱导消费者充值。

游戏公司需要赚取收益以维持游戏的正常运

营和发展，充值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一种

常见的商业行为。但通过设置大量优惠充值选项、

高频率推送优惠充值活动甚至设立“游戏托”的方

式诱导玩家充值，就令人难以接受了。

从表面看来，这或许可归类为一种市场化

运行的“游戏规则”，但究其本质，却是既不合理

也不合法的商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可以说，现在一些网络游戏

的付费选项，尤其是其中的诱导充值乱象，已经

严重干扰到对游戏本身的体验，严重干扰了玩

家作为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亟待合力整治。

一方面，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

应履职尽责，加强监管，防止游戏公司以不正当手

段诱导玩家充值，并对违法违规者进行严厉惩戒和

公开曝光，切实形成震慑。另一方面，游戏公司、行

业协会等应推动建立行业标准，对游戏内购、充值

等行为进行规范，保障玩家权益，鼓励玩家理性消

费，避免盲目追求虚拟物品而造成经济负担。

同时，针对被诱导充值的未成年人，学校、家

长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避免未成年人

沉迷游戏，上当受骗。针对游戏的夸大宣传、诱

导充值等行为，设置科学、合理和高效的投诉维

权渠道，帮助用户讨回公道，维护正当合法权益。

此外，网络游戏作为一种数字创意产品，

对研发创新者的权利的保护尤为重要，严谨的

知识产权制度有助于行业良性竞争。要进一

步完善版权制度、细化审查机制，大幅减少网

络游戏内容和设计同质化泛滥的不良现象，摒

弃用诱导充值来运营的模式，共同促进游戏行

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张国栋

“贵”气逼人的毕业照偏离教育本质

每年5月15日国际家庭日所在周为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全国妇联、教育部5月16日启动2023年全
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以“家教伴成长 协同育新人”为主题，将汇聚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大力
普及家庭教育促进法，广泛宣传家庭教育科学理念知识，营造全社会重视支持家庭教育的浓厚氛围。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重视支持家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