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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高校校园开放话题再次引发社会热议。教育部网站发布
《关于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4329号（教育事业类
428号）提案答复的函》明确表示，大学校园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
极意义，有利于大学更好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高校大门应该向社会开多大？如何在保障正常教学秩序与回
应公众期待之间取得平衡？受访师生、市民和专家建议，持续提升
校园管理和治理水平，有条件地打开高校大门，探索打造更开放的
办学理念，更好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少高校为保障师生健康实行
封闭式管理，收严校外人员入校权限。疫情防控转段后，有的高校
渐渐向社会公众打开大门，有的却依然严把入门关。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山大
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已明确向社会开放校园。各大高校根据自身实
际，制定访客入校相关管理规定，在提高开放度的同时保障正常教
学秩序。

如暨南大学不设访客名额限制，校外人员填写入校事由、身份等
信息获取“访客入校码”后即可入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无需提前预约，
访客持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经闸机刷脸完成人脸核验后即可入校。

“虽然对外开放，但学校构筑起三重保障，我们感到很安心。”西

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大二学生曾悦说，目前校外人
士入校需身份证实名认证，校外车辆入校需预约登
记、入校后也要严格限速行驶，在校学生学习生活
依然如常。

针对大学校园是否应对公众开放等问题，广东
省教育厅安全保卫处处长江存余表示，封闭和隔断
是疫情造成的“例外”状态，封闭也许能减少一些管
理成本，但管理不能凌驾于开放之上，要在开放中
倒逼校园精准、精细管理能力的提升。

“目前很多高校已探索出有条件的开放模式。”
西南政法大学公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杨尚
东分析认为，高校承担着科研教学的任务，需要采
取限制性措施为师生学习生活提供适宜的环境，保
障师生安全，通过限制参观人数、参观时间、开放区
域实现与社会的互动，是一种在管理与开放之间取
得平衡的作法。

专家：提高开放程度，防止产生“无形的墙”
高校的大门是否应当向社会公众敞开？对此，

多名专家学者持支持开放的态度。
杨尚东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机关、学
校、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

“高等教育法规定，我国高校的三大功能是教
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高校在承担科研教学任务的
同时，还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社会的知
识传播中心，不能完全采取封闭管理。”杨尚东说。

马亮表示，我国高校大多为公立大学，由国家
财政兜底，理应发挥好社会服务职能；而在校学生
也需要在大学校园中体验社会运行，将成年大学生
当作“温室花朵”，反而不利于他们成长成才。

针对当前高校开放程度与社会公众期待之间的差距，受访专家
学者建议，高校应着力“练好内功”，探索打造更开放的办学理念、体
制机制和组织形式，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高校校门开放的背后，承载的是一所学校的办学制度和办学
理念。校园大门开放与否，不应取决于社会舆论等外部驱动力的大
小，而应由高校自身办学理念提供内驱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等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转变思想观念，有序推
进校园开放。

多位专家认为，高校应有条件地逐渐提高开放程度，不断提升
精准、精细管理能力。

杨尚东建议，高校宜不断优化校园出入管理的制度体系，有序
对外开放，注意开放时间与区域，如在教学任务进行期间应当有所
限制，一些特定校园区域如师生生活区不宜对外开放。马亮表示，
开放可以分步骤进行，首先实现全国各大高校师生互访校园，其次
是各大学校园内的分阶段开放，先打开校园大门，大学内的建筑物
例如图书馆、教学楼等“小门”以后如何打开，可以有序进行探索。

“高校开放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开放，更重要的是，还应当同
外界建立更深层次的资源共享与知识共享，防止产生‘无形的墙’。”
杨尚东说。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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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邮政局召开2024年全国邮政管理工作会议，邮政快
递业亮出2023年答卷。2023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邮政行
业业务收入分别完成1620亿件和1.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5%和
13.5%。其中，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达1320亿件和1.2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9.5%和14.5%。这意味着，2023年我国快递量连
续突破了1200亿件、1300亿件两个关口，建设交通强国邮政篇迈出
坚实步伐。

进入业务量“月均超百亿”新阶段，我国邮政快递业展现出不少
亮点和巨大潜力。

根据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此前发布的《2023丰收节——
线上农产品消费报告》显示，2023年1月至8月，京东平台销售的米、
杂粮增长超过 91%。从京东销售数据来看，东北三省售出了全国
64%的米面杂粮。

快递“下乡”“进村”正不断激发乡村振兴的无限潜能。“借助全
国农特产品包裹地图，我们将打造更多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的优质项
目，让更多农特产品通过快递网络，实现‘昨天在树上，今天在路上，
明天在消费者手上’的目标。”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在网点布局、网络构建和产业融合上持续发力，借助数智协同，为
广大农民提供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快递服务，推进农特产品与市
场有效对接，更好服务乡村振兴。

“进厂”是快递业又一发力点。赵冲久说，增强服务产业链供应
链能力，国家邮政局会同工信部实施快递与制造业融合发展“5312”
工程，大力发展线边物流、仓配一体和供应链管理等业务。

为了更好地实现产业快速发展和升级，辽宁全力推动物流业制造
业“两业”融合。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辽宁地区重点产业。据悉，仅顺
丰速运辽宁区大潘速运营业点，服务范围包括产业园内30余家汽车及
零部件制造企业，单日业务量超过300件，年业务量超过10万件。

业内人士认为，2024年邮政快递业仍有较强的发展预期。
“2024年行业仍将继续保持稳步上升态势。”赵冲久表示，在邮

政管理工作上，将持续深化交通强国邮政篇建设，补短板强弱项完
善寄递网络体系，持续提升寄递服务质量。预计2024年邮政行业寄
递业务量和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分别完成1715亿件和1.6万亿元，
增速6%左右；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完成1425亿件和1.3万亿
元，增速8%左右。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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