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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济南成了大蒸笼，有
凉 气 的 地 方 成 了“ 风 水 宝 地 ”。
随着越来越多公共博物馆免费
开 放 ，既 能 在 课 本 之 外 学 到 知
识，还有免费的凉爽空间，让家
长们觉得参观博物馆是一种既
省 钱 又 省 心 的 寓 教 于 乐 方 式 。
上周末，记者走访济南多家博物
馆和科技馆，发现在参观之外，
很多人来此休闲纳凉，而且不仅
仅只是带孩子的家长。
（7月16日《济南时报》）

博物馆成“纳凉地”，不光是今年
的景观，也不光是济南的景观。自从
全国各地博物馆陆续免费向社会开
放之后，这个现象就一直困扰着许多
地方的博物馆管理部门。每当有类
似报道，不少专家或网友，都在反思
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是否合理。比
如在几年前，著名作家冯骥才就主
张，通过低票价政策取代免票政策，

以避免博物馆成为“冬天去取暖，夏
天去纳凉”的地方。

有媒体去年 10 月发表的一篇评
论文章也指出，博物馆免费开放，“一
些本来就不想参观馆藏的群众借机
到博物馆里纳凉、方便，甚至休息、睡
觉……谁是有效观众就只有天知道
了。博物馆的效能因此无法充分发
挥”。这篇文章建议，博物馆可以低
廉收费，不会给老百姓造成经济负
担，也有利于博物馆区分和吸引有效
观众。

事实上，博物馆免费开放绝对没
有错。博物馆作为公共财政支撑的
公共文化场馆，担负着传播普及历史
文化、推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神圣使命，承担着对公众进行终身
教育的重要职责，理应向社会免费开
放。实行免费开放，吸引更多老百姓
走进博物馆，是博物馆承担社会责
任、履行公共文化服务义务的具体体

现。哪怕市民一半是冲着纳凉、一半
是冲着学知识去的。

对于博物馆管理方来说，应该宽
容对待市民进馆纳凉。即使他们的
入馆本意只为纳凉或蹭网，他们也有
可能变成真正或潜在的展览参观者，
也会感受到博物馆浓厚的文化氛
围。如果纳凉者的进入给博物馆带
来了管理难题，增添了运营负荷，也
可做好服务工作，对在公共区域进
食、喧哗、打闹等行为予以劝阻，还可
在展厅外专设休息区域，供只纳凉、
不参观的游客在那里歇息。

博物馆成“纳凉地”也给博物馆
提了个醒，可以通过创新展览、开展
互动活动等增加博物馆的吸引力，将
纳凉者吸引到参观者的队伍。也可
扩展其服务项目，满足游客在纳凉时
看看书、喝喝茶、听听音乐等需求。
仅以过于单一的展览展示吸引老百
姓，注定会成为纳凉之地。□何勇海

“号贩子的手段在不断翻新，
现在都用 APP 抢号了”。北京市
儿童医院推出的预约挂号手机
软件，本来是为了方便家长给孩
子挂号就医，却成了号贩子的谋
财利器。价值 14 元的专家号被
号贩子转手卖到 800 元，有的难
挂科室价格还会更高。 7 月 15
日，北京市西城区便衣民警将一
个潜伏在儿童医院附近的 10 人
倒号团伙“一锅端”。
（7月16日《京华时报》）

与其说是挂号APP本身不给力，
毋宁说仅仅更改挂号方式，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挂号难题。毕竟，挂号
APP 说白了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

“排队”而已，尽管无需亲自去医院
熬夜排队，但既然医疗资源并没有
增多，专家也还是那几个专家，挂号
APP 在预约排队方式上的改变，自
然并不能疏通“挂号难”的真正瓶
颈。至于挂号 APP 设置的实名认证
门槛，在14元的专家号转手卖到800
元的丰厚暴利刺激下，自然不会成为
迈不过的坎儿。

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增加医疗
资源供给，尽力弥合医疗资源的供求
缺口之外，让挂号定价更多体现医疗

服务的价值，缩小巨大价差所形成的
暴利空间，同样不失为驱赶逐利“苍
蝇”的良策。□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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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
网络广告经纪人等 62 项职业资格
许可和认定事项。会议要求，要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继续集中取消
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对国
务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没有法律法
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以及国
务院行业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
学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
资格一律取消。
（7月16日《郑州晚报》）

一直以来，我国职业资格设置太多
太滥、“房地产经纪人”、“旧货从业人员
上岗证”等奇葩资格许可备受舆论诟
病。在去年以来已取消 149 项职业资
格的基础上，此次政府集中取消职业资

格许可力度再度加码，并明确提出“无
法可依职业资格许可一律取消”。这不
仅是减少就业创业门槛，释放创业创新
活力的需要，也是清理规范政府行政许
可的题中之义。

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对于市场
主体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
府部门而言，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我国《行政许可法》明确指出，只有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
规章有行政许可设定权，其他规范性文
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不过，在现
实中，一些地方违规增设行政许可的现
象却时有发生。

违规增设行政许可，有些是出于
懒政思维。比如，2011 年 4 月甘肃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发《甘肃省生产加

工食品小作坊加工许可管理暂行办
法》，对商场、超市、零售商店和摊点
以外，同时具有固定加工场所和固定
工艺流程，传统低风险的小作坊和食
品摊贩实施加工许可管理。但这种
行政许可管理的效果其实一般，此类
食品安全主要依赖动态监管，一次审
批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因而也就徒
具形式。

而在更多时候，违规增设行政许可
的动因是权力 寻 租 。 去 年 ，浙 江 省
气 象 局 被 指 违 规 增 加 防 雷 检 测 业
务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由此引发
社 会 质 疑 。 有 媒 体 记 者 采 访 为 人
们揭开事件的真相，原来气象部门
希 望 借 此 排 斥 民 企 进 入 防 雷 检 测
市场，以确保各级气象局直属的防

雷所获得垄断地位，进而收取巨额
防雷检测费用。

“无法可依职业资格许可一律取
消”开了个好头，但还不够。《行政许
可法》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了可以设
定行政许可的六种情形，不只是职业
资格许可，其他无法可依的行政许可
也应坚决取消，严格做到依法行政，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各级各部门应对行政许可事项来次
全面清理，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
取消。在此基础上，制定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公布政府权力清单，严格控
制新设行政许可，切实防止行政许可
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抑或换个
马甲卷土重来。
□张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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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应有容纳他人纳凉的气度

挂号APP成号贩子法宝
病根还是资源太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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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无法可依行政许可，仅是开了个好头

暑假每周七天培训班
你会让孩子这么过吗？

暑假到了，各种培训班又
火爆起来。成都郭女士安排她
女儿学习舞蹈、语文、数学、古
筝，每周七天，天天都不落下。
孩子感慨，“暑假比上课还累。”
经常中午饭都来不及吃，方便
面凑合。你怎么看？

正反

给孩子报班反映竞争焦虑

@拥抱大白白：我是比较
支持孩子暑假学点东西，假期
那么长，家长又没有暑假没有
空儿管孩子。如果太放松了，
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茶米兔：现代社会竞争
压力大，暑假也要给孩子报班
反映了这种竞争焦虑。

反方

暑假学太多无法用心学好

@观表情：最初是想让孩
子多一点能力，希望“赢在起跑
线上”。后来呢，逐渐变成一种
攀比，人家都上了我家孩子没
道理不上！像成都这位女士，
让孩子学得这么拼，其实已经
扭曲了暑假与学习的关系。因
为这孩子太紧张了，都比上课
还累，怎么能用心学好？

@空谷幽兰：在孩子自愿
的基础上，学什么都可以支持，
但是这种胡乱强塞，一周七天
都安排得满满的实在不可取，
孩子既没有兴趣又浪费钱，白
白浪费一个暑假，起不到应有
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