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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中国 广角

新华社南京7月3日电（记者王珏玢、
朱筱）7、8月份是银河观测佳季。此时如
果夜间天气晴好，人们抬头就可能看到一
道横跨天际的乳白色光带，这就是银河。
从古至今，“身在此山中”的人类如何探索
银河“庐山真面目”？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
超介绍，现代天文学者普遍认为，银河系
是一个盘状的、带有旋臂结构的、密集的
恒星群体，是宇宙数万亿个星系中的一
员。但由于人类身处银河系中，始终无法

看到银河系的全貌，对银河系的认识经历
了漫长的过程。

人类对于银河系的科学认识，最早可
以追溯到 17世纪初。1610年，伽利略首次
利用望远镜观察银河，发现银河是由大量
恒星组成的。18世纪末，英国天文学家威
廉·赫歇尔自制一批望远镜观星，并首次
尝试描绘银河系的形状和太阳在银河系
中的位置。但在当时的观点看来，银河系
是扁盘状的，太阳位于银河系的中心。

“下一位颠覆人类对银河系认知的，

是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当他在 20
世纪发现仙女座大星云是银河系之外的
另一个星系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人类
所处的银河系并非整个宇宙，只是宇宙无
数星系里的一员。”王科超说。

进入 21世纪，各国科学家继续尝试构
建更精确完整的银河系“地图”。2011年
起，我国自主设计的郭守敬望远镜开始先
导巡天，天文学家为银河系重新画像，发
现它比原来认识的大了一倍。2013年，欧
洲航天局发射“盖亚”探测器，到 2022年，

其收集到的约 20亿颗恒星数据形成了新
的银河系多维地图。

“近年来，天文学家还综合利用各种
探测数据，还原出银河系幼年和青少年
时期的形成演化图像，重新描绘了银河
系旋臂结构。随着人类认知边界不断拓
展，对银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修正之
中。相信终有一日，人类可以拨开云
雾，绘出银河系的‘庐山真面目’。”王科
超说。

高校该不该开放？
有商家将高校参观做成“付费生意”

“大学之大，在于包容并
蓄，在于没有围墙。”一位网友
在社交平台写道。大学校门何
时开放，是不少公众关注的问
题。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学校
毕竟不是公园，教学秩序、校园
安全都应该纳入考虑范围。

高校到底该不该开放？应
该如何开放？在中国旅游研究
院院长戴斌看来，在我国，绝大
多数高校都是利用公共资源，
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发
展建立起来的，理应有序渐进
地向社会开放。

“与此同时，高校也是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和文化创造的
场所，不是完全对外开放的社
会空间。”戴斌说，因此，很多高
校有诸多顾虑和担心，如果对
游客和市民开放的力度过大，
可能会冲击原有的教学秩序。

记者注意到，近来，有的高
校正在打开“围墙”，今年 4月，
上海师范大学发布学校有序恢
复对外开放的通知，进入校园
只需刷身份证进行人脸比对。
没多久，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等发布校外人员
入校方式。

6月 30日，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发布开放暑期校园预约参
观的通知。两所学校从 7 月 8
日起开放对外参观，游客可通
过线上渠道进行实名预约。

戴斌认为，高校向公众开
放是主客共享旅游资源的有益
探索，也是一个城市开放、包
容、共享应有的气度。当前形
势下，既要考虑游客和市民参
观访问的需要，也要重点考虑
学校本身教学研究和文化创造
的需要。因此，要分时分区域
逐渐有序开放，例如在节假日
和寒暑假对社会开放，一些公
共区域也可以对外开放。

“与其消极地堵，不如积极
地疏，学校可以多增加一些定
期的校园开放日，请学校管理
部门、师生等志愿者充当导游、
讲解，引导游客和市民参观，这
也是校园文化与社会共享的一
个有益探索，有利于增加学校
的知名度和亲和力。”戴斌说。

据《工人日报》

一些高校未对公众开放预约通道，旺盛的需求催生了付费入校相关生意。专业人士认为，与其消极地堵，不如积
极地疏，循序渐进地向社会开放。

“请告诉我，这所大学是谁的？”“我们是纳税人，为什么不让进？”不久前，一则“家长带孩子进大学参观被拦，连环
质问保安”的视频受到关注。高校是否应该放开参观游览，再次引发热议。

随后，该高校微信公众号发布回应称，校园目前并未完全对外开放，只限校友、师生亲友以及公务往来人士等预约
入内，后续将适时调整，尽可能满足公众参访需求。

记者采访发现，游客无法进入高校参观的同时，在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付费入校”却成了一门生意。

入校需要有“关系”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
518.59万人次，从外地来京的王女士及其家人，
位于其中。王女士表示，做旅游攻略时，她发现
一些知名大学与故宫、颐和园等知名景点一样，
被很多旅游博主列入城市必打卡名单。因此，带
孩子前往知名高校参观也是她此次行程的一部
分。

然而，当王女士带着家人来到高校门口，他
们却被拦了下来。“保安说，现在没有对公众开放
预约通道，外来人员需要通过校内的教职工和学
生预约才能入校。”王女士一家只能失望而归。

记者在某大学门口看到，有不少像王女士一
样慕名而来的游客，但由于没有入校资格，他们
只能在门口徘徊。有游客试图询问正准备入校
的学生可否帮忙带进去，遭到婉拒。无法进校的
游客们纷纷在校园门外拍照打卡，合影留念。

据了解，今年 1月中旬起，多所北京高校宣
布校友可以凭电子校友卡进入校园，并上线师生
亲友访客预约系统。然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
想入校，需要有校内“关系”，即或通过在校学生
或教职工进行预约，或受到校内人士邀请。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人询问“如何进校园，怎
么才能预约成功”。有博主整理了几种渠道：找
本校学生帮忙预约、通过研学机构带队进入、“黄
牛”有偿带入。

此外，为了有机会入校游览，还有不少游客
抢起了大学校园内的酒店、艺术馆门票等。

付费参观成生意

有偿预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游
客旺盛的入校需求，催生了付费入校生意。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入校参观”，付费入校
相关广告随之出现。

记者联系其中一位卖家，对方称：“可以
帮忙预约进校，清华 300元一位，北大 400元
一位，大人小孩都要收费。”

随后他发来一份信息登记表，告诉记
者，先填写预约入校时间、姓名、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工作单位、家庭地址等，预约成功
后刷身份证即可入校。

该卖家还告诉记者，由于清华大学单日
报备总量上限为每天 4000 人，名额紧张。

“预约的人太多了，6月份早就约满了，现在
已经排到 7月中旬以后了。”

另一名“标注 200 元参观清华北大”的
卖家表示：“进校方式不一定是哪种，可能是
预约进校，可能是有人带进去，也可能是坐
车进去，但是保证能进去，不成功不收费。”

此外，研学游也成为进校参观的一种途
径。记者加入了一个名为“北京游学亲子
行”的微信聊天群，120多名群成员几乎都是
要报名参观清华、北大的。

记者采访该研学游负责人，对方给出的
“清华一日营”报价为一大一小 1380元，费
用包含 2顿正餐、清华大学艺博普展门票、
研学知识、研学材料、研学服务等。

高校该不该开放

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呼图壁县园户村镇下三工村，夕
阳映照下，连片的鱼塘与四周整
齐的田地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独
特的乡村田园生态画卷。近年
来，昌吉州按照“一镇一特色、一
村一品牌”的发展思路，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集中打造集“采摘、
垂钓、休闲观光”于一体的乡村
休闲旅游综合体，提升游客旅游
体验。 中新社 发

新疆昌吉
田园美如画

银河观赏渐入佳季 科普专家详解人类如何探秘银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