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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7月22日自敦煌市出发，未经批准自驾

进入罗布泊的失联者已全部遇难。救援者称，领队沙漠

探险经验不足，曾劝他不要贸然带队，“没想到不幸言

中。”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之前有消息称“车队

只带了两天的食物和水、卫星电话坏了、领队沙漠生存经

验不足”等等，这些细节还需要确认。但有一点肯定，车

队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穿越，这是已经确认的事实。

野外探险是一项非常专业、对设备要求极高的极限

运动。野外探险谁也无法预测到所有的情况，当危险来

临时能否安全度过，取决于自救能力以及获取外界帮助

的能力。从已经披露的情况来看，出事的车队这两方面

都没做好事先的准备。

为什么报备或者要经过批准才能进入禁区非常重

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审批本身就是把关的过程，查看

装备情况人员构成，符不符合探险的要求。这也能倒逼

组织者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因为某些原因就放弃原则

而草率行事。更为关键的是知道人在哪里出了事，救援

人员可以第一时间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如果不报备私自

进入，相当于外界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危险系数就会无

限放大。

此外，在此类探险中，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对外联络

通道极为重要。夏季罗布泊地表温度最高可达六七十摄

氏度，在无遮无挡的环境下，人很快就会脱水。救援就等

于在跟时间赛跑，而现场曝光的视频照片证明，被困人员

不是没想自救，而是没有办法。他们在烈日下，在如此高

的地表温度下，能做的努力非常有限。

一个经验丰富的探险者一定会提前考虑到所有的可

能，并作出相应的安排。从已经暴露出来的信息看，此次

穿越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配置，都存有明显的漏洞。对

困难估计不足让他们陷入困境。

我们常说，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广袤的沙漠腹地都被视为生命禁区，罗布泊更被称之

为死亡之海，让多少探险者望而却步。这些年里，随着沙

漠公路的出现，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加入，似乎让穿越沙漠

变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甚至在一些人眼中，沙漠有了

几分浪漫色彩。可是，沙漠里的危险不会因想法的改变

就消失，所谓的野外探险不是瞎胡闹，它是建立在一定规

则和经验之上的高风险活动，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会付

出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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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逢周一闭馆，是国际通行的惯

例，但这一惯例在杭州被打破。从昨天起，

杭州调整全市 52 家市属国有博物馆的开放

时间，实行分类错时开放，市民游客在杭州

每天都可以走进博物馆。

显而易见的是，“每天开放”增加了大

量的参观机会，可以缓解博物馆预约难的

困境，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与文物面对

面。

当下，“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以杭州为

例，2017 至 2019 年，杭州市属博物馆每年总

参观人次在 150 万左右；而到了今年，仅半

年时间，总参观人次就已接近 500 万。博物

馆是大众尤其是孩子接触传统文化了解历

史的窗口，参观博物馆的人数持续攀升，显

示出博物馆的巨大魅力和吸引力。

一段时间以来，博物馆预约难成为一大

问题，特别是在寒暑假以及节假日，部分博

物馆预约更是“一票难求”。面对“博物馆

热”，博物馆方面进行相关的机制探索，拿出

实实在在的举措呵护市民的这份热爱，值

得我们称赞。尽力消解预约难，是对群众痛

点和难点的关切，也是对博物馆未来发展命

题的研判和规划。

实行“每天开放”容易，但在承受巨大

人流压力之时，费时费力完成文物维护工

作不易。客观上，这需要各地博物馆拿出

一种“自我革命”、打破框框、深挖潜力的

精神和决心。应该看到，“打破惯例”的终

极目标是博物馆优化服务，弘扬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以中华文明自带的养分滋养人

心。

近年来，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围绕

博物馆优化服务用力颇多。在优化服务供

给方面，很多博物馆采取了延长开放时间、

提高参观人数限额的措施。在南京，六朝博

物馆从 7 月 31 日至 10 月 8 日，取消周一闭

馆。在杭州，对需要闭馆休整的博物馆按照

地理位置进行分类，错时开放。凡此种种，

都增加了博物馆的开放度、开放时间，改善

了预约和参观博物馆的体验，提升了群众的

获得感。

书非借不能读也，博物馆非“进”不能观

也，网上云观看固然也能一窥短长，但与实

物面对面更能得其精髓，其感受完全不同。

面对社会公众高涨的参观需求，唯有增加供

给、提供更优质服务，才能与社会需求实现

共振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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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

合印发《关于在深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中加强艺考

培训规范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艺考培训规

范管理作出全面部署，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保护学

生人身安全和健康。

“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学科类培训有了“紧箍咒”，但

一些非学科类培训却趁“虚”而入：肆意涨价、制造焦虑、

虚假宣传⋯⋯尤其是面对艺考热，有的培训机构直接或

间接地暗示考级证书和竞赛结果会对学生升学有帮助，

忽悠家长和学生“拿钱买证”；有的通过夸大机构的师资

力量和培训效果来吸引更多学生报名；有的与相关招考

老师暗中勾结，假借上课、辅导等名义进行舞弊；甚至还

有个别居心不良者利用学生渴望进入心仪大学的心理，

以帮助面试、备考为借口，图谋不轨。乱象纷纷，令很多

家长和学生备受困扰。

面对野蛮生长的艺考培训，相关部门多次出手进行

规范。去年 10 月，教育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部

署开展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向艺考培训乱象“亮

剑”。在此基础上，《通知》进一步提出要加强从业人员管

理，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在职教职工、参与相关专业

省级统考和高校校考命题、评分专家不得参与机构的培

训活动。规范培训宣传招生秩序，严禁机构虚假营销宣

传、炒作考试录取结果，严禁机构与学校在职教职员工勾

连获取培训生源、组织考试作弊、干扰考试秩序。这些针

对性极强的举措，完善了艺考培训的监管机制，成效可

期。

四部门联手深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是为了让

艺考培训不再野蛮生长。作为家长也要认识到，“双减”

是让孩子们回归生活，获得多元成长。让孩子接受一些

艺术类培训是一种美育，也能挖掘孩子的潜能，对孩子的

成长很有益处，但专业艺术这条路并不好走，既需要天

赋，更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巨大的投入，不能将其视作升学

的“终南捷径”。家长脑子不发热，艺考培训的“虚火”才

能真正降下去。

一言以蔽之，非学科类培训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

充，对于满足中小学生的多样学习需求和全面发展具有

积极的意义。学生参与这类培训应该出于兴趣爱好，而

不是为了升学等功利性目的。唯有相关各方一起发力，

才能让非学科类培训回归到关注学生兴趣、素养的培训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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