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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刘翔入驻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和大家打招呼，
表示之后会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评论区里，网友们沸
腾了。很多人晒出了保留至今的刘翔海报，重温起了那
些和刘翔有关的记忆。

时隔多年，刘翔在网上“复出”，对于每一个当年受
他激励的人来说，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和刘
翔之间，实在有太多的共同记忆。没有人能够忘记他，
只要刘翔出现在大众面前，那些曾经相伴相随的喜乐悲
欢就会被激活。最荡气回肠的，还属他传递给大众的坚
韧拼搏的体育精神。

网友们发自肺腑认为，刘翔是大家共同的骄傲。纵
使光阴流逝，也抹不去他的成就，越是岁月沉淀，越能感
受到他的可贵，越是珍惜他当年的横空出世。

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已放下当年的“意难平”，给予刘
翔一个更为公正的评价。无论争议几何，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刘翔为我们拿到了36个冠军，是中国历史上成就
最高的运动员之一。

不知不觉刘翔退役已九年，现在恰逢巴黎奥运会前
夕，他重回公众视野。如果我们的反应只是“回忆杀”，
那就有些表面和肤浅了。还是要根据这么多年的共同
经历，形成一些有益的价值思考，尤其是在如何看待运

动员表现、成绩和成败上，以及观众和运动员该保持一
种什么样的关系上，达成一些基本共识。

简单地说，我们应该以非功利、人文性的目光与视
角，以包容的态度和方式，去审视运动员的表现。

其间，要保持一份冷静，秉持理解与尊重，拒绝攻击
与伤害，警惕“饭圈化”思维，不逾越道德和法律的边界，
推崇良性的互动，给运动员提供一个客观公正、健康理
性的公共舆论空间，以及一个融洽平和的社会氛围。

运动员在赛场上挑战自我，为突破自我乃至人类极
限而战斗，若能创造奇迹赢得荣誉，我们当然为他们骄
傲与喝彩。同时，当他们出现一些与大众预期不相契合
的情况时，面对他们的失误、不足，大众应当以鼓励和打
气为主，不必过度苛责。与运动员一起，享受精彩的比
赛过程，享受体育带来的确幸与美好，这也是面对即将
举行的巴黎奥运会该有的心态。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过往的遗憾已随
风而逝，身处其中的人都当释怀与和解，未来依然掌握
在我们手中，很多事情还可以补救和避免。钱穆先生所
倡导的“温情与敬意”，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待运动员的态
度，甚至也适用于我们对待任何人的方式。

王彬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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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刚至，“一馆通古今”的博物馆迎来客流高
峰。不少博物馆选择在暑期延长开放时间，甚至推出

“夜游”项目、打造“24小时博物馆”等，拉长服务时
间、“对表”百姓需求。

近年来，热门博物馆一票难求，游客为一睹珍贵
馆藏大排长龙。尤其到暑假，有的下午场还没逛完就
到闭馆时间。“博物馆能不能晚点下班”的呼声，反映
出百姓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与优质服务供给能力之间
的矛盾。

为破解这一矛盾，一些地方已开始想办法回应呼
声。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湖南博
物院等热门博物馆延时开放；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从去
年开始增加预约限额，开辟新的入馆通道。

近年来，国家层面一直在倡导公共文化服务场所
适当延长开放时间。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等三部委
就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提出进一步加强错时开放、延时开放，鼓励开展
夜间服务。今年7月1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4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重点场
馆、热门场馆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适当延长开放时
间、策划云展览等方式，更大限度满足观众参观需求。

顺应百姓呼声，落实国家要求，博物馆在暑期客
流高峰显然要承受巨大压力。观众在饱览国家珍贵文
物的同时，也应体谅博物馆的难处，对博物馆工作人
员的周到服务和辛勤工作道一声“辛苦”。

新华网记者 白佳丽 来源：新华网

为博物馆“延时开放”点赞

近日，《中国妇女报》官方账号在微博平台发布了
一则视频：7月16日，9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
珠再一次踏上了新疆吐鲁番这片土地，在众人的簇拥
下品尝该地今年成熟的西瓜、甜瓜等品种的瓜果。

吴明珠院士是著名的瓜类育种专家，新疆甜瓜品
质改良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有着“西部瓜王”“瓜奶奶”
的称号。她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农村部工作，二十五
岁时放弃留京机会，主动请缨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吐鲁番地区进行农业技术研究，躬耕瓜田，一干就是三
十余年。古稀之年，吴明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
担任上海市嘉定区哈密瓜研究部荣誉部长。

大半辈子里，吴明珠始终将“瓜”放在第一位，任劳
任怨，甘于奉献。尤其是在新疆的三十多年间，吴明珠
和同事们一起收集整理并选育出吐鲁番当地质量最优
的品种，甚至一年四季在新疆和海南两地来回奔波，加
速育种研究进程，挽救了濒临绝迹的瓜果资源，扩大了
商品瓜的种植面积，提高了产量，通过种瓜、卖瓜帮助
新疆人民脱贫致富，荒漠终于变成了甜蜜的瓜园。

放眼世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西瓜产量少且价格
十分昂贵，普通家庭日常难以消费得起。而中国虽然

不是西瓜原产地，但种植广泛，品种丰富多样又美味便
宜。据国际粮农组织统计，中国的西瓜产量占绝对统
治地位，占全球26个主要西瓜生产国产量的73.6%。中
国人能够实现“吃瓜自由”，这一切都离不开以吴明珠
院士为代表的先辈们的奉献与努力。

如今，吴明珠院士已过鲐背之年，虽然患上了阿尔
茨海默症，嘴里常常念叨着的却还是“瓜”。再次回到
吐鲁番——这方她曾大展宏图的土地，老院士又绽放
出了和年轻时一般灿烂的笑容。二十一岁生日当天，
吴明珠曾在日记本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人生最美好的
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她一辈
子都在全力以赴践行着这句话。当年她的大学同学，
包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蚕学遗传育种专家向
仲怀院士等，都为人类的进步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了自
己的一生。多少青丝变白发、青春献热土，走过的每一
步都是如此铭心刻骨。

吴明珠的女儿杨夏说：“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是那
一代无怨无悔为祖国奉献一生的赴疆青年的缩影。”向

“瓜奶奶”吴明珠致敬，向无数老一辈祖国建设者致
敬！ 贾婧轩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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