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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大学官宣“开园”，长沙高校跟进吗
记者探访：过半高校要“登记预约” 教育部：大学校园更好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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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使大学校园开放和内部管理达到平衡

在大学校园开放话题再度引发社会关
注之际，1月2日，教育部官网公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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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关于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通过
校园开放服务城市和区域发展， 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案》进行了答复。教
育部在答复中表示， 大学校园更好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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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进一步研究， 建立健全校园安全风险防
控机制，依法保障高校合法权益。同时，指
导高校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在不影响学校
正常秩序和师生学习生活的前提下， 使校
园开放和内部管理达到平衡。 值得一提的
是，近期多所高校已宣布，将进一步有序推
进校园开放， 更大限度满足社会公众校园
参观预约需求。日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浙
江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已发文
表示，社会人员可通过预约、登记入校或直
接刷身份证进入校园。同时，清华北大均将
游客入校可参观时长进行适当延长， 清华
将周末、 节假日社会公众校园参观可预约
数量增加至每日1.2万人以上， 比之前增加
约50%。

新年元旦假期前，“清华
大学” 微信公众号于2023年
12月29日宣布，从元旦起，将
进一步有序推进校园开放，更
大限度满足社会公众校园参
观预约需求。此前，北京大学

也明确，从今年寒假起，将进一步优化进出通
道，校外远端设置“初步核验岗”主动预检，分
隔已预约人员和咨询人员。

从“游客在二手交易平台购买大学门票”
到“深圳家长带孩子参观深大被拒”，再到“武
大声称要打击黄牛”……近年来，部分大学校
园不再向社会开放引发争议。

而长沙高校的大门是否向公众敞开？1月2
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探访调查。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龙思言

有条件、渐进地开放，期待“最佳方案”

多位专家认为， 我国高校大多为公立
大学，由国家财政兜底，所有纳税人均为大
学建设承担了一份力量。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杨尚
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大学是所有
人的大学，是全社会的大学。高校应该有条
件地、渐进地向社会开放，一些学校推出的
预约制既能满足参观需求， 也能维护校内
的安全秩序。”

对于目前部分高校限制人员进出的行
为，长沙一高校办公室工作人员王老师解释
称，“目前长沙高校校门其实多数是半敞开
状态，并非将所有外来人员拒之门外，而是
需要通过合理预约进入校园，这主要是考虑
到校内的交通安全与师生人身安全，更能方
便学校的管理。”

北京大学工学院
副教授李植跨闸机栏
杆出入校门一事，曾
引发关于“大学开放”
的讨论。 有人认为大
学是属于社会的，历
来就是开放的； 也有
人以安全、管理为由，
认为校园应该进行封
闭管理，各执一词。

坦率地说，大学
校园的开放与封闭，
从来都是一个备受
争议的话题。 多年

前，中国高校出入自由，且大多没有围墙，不
知“闸机刷脸”“预约制”为何物。近几年来，
随着一些名校被学生与家长热情“膜拜”，游
客也经常来打卡，加之疫情防控需要，各地
高校“预约制”开始实施。北京大学等名校更
是需要提前数天预约，否则，便只能望“校”
兴叹。疫情结束一年多了，可高校门卫管理

“预约制”，俨然已经格式化了。由于先进电
子技术的加持， 高校已成了一个门禁森严、
外人难入的禁地。

高校本应是人文荟萃之地，崇尚自由包
容开放，也讲究文明和谐秩序，这是一个充
满生力与活力的世界，不能被禁锢、被压抑、
被限制， 就像个性鲜明的李植老师一样，他
说，“大学自由出入是天经地义的事”。

“预约制” 确实可以带来后勤管理成本的
最低化、行政指令实施的最优化，但与高校自由
开放的文化内涵背道而驰，让人感受不到人文
关怀，感受不到博大兼容的大学精神。

且不说，“预约制”只能是防君子不防小
人，而现代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恰恰给身
份信息的留存提供了庞大的加持空间，比如
刷卡（包括师生卡、身份证）、手机扫码等。面
对极个别的不安全事件，不能因噎废食。

大学的安宁环境，校园里的书香气，应该让全
民都能分享一二。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
华。希望大学校园重启开放能够成为一种常态。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评论员 张军 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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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校门常开，看见“大学之大”

军哥说新闻【A面】过半高校日常刷卡进出，非师生需预约

“不好意思，请您先进行预约登记。”1月2日，家住
长沙市开福区月湖附近的长沙市民丁先生想进长沙大
学逛逛， 却发现因为没有录入人脸识别信息， 无法入
内。校门口的工作人员提示，如果需进学校，必须提前
至保安室预约登记。

记者在该校门口看到，该校学生通过“刷脸”进入
校园。随后，记者致电长沙大学办公室了解到，如果集
体进入学校，需提前三天左右预约，开车要提前一天预
约，个人进入需要提前至保安室登记。

此前，记者致电湖南多所高校获悉，目前，包括湖南
工商大学、湖南第一师范、长沙大学等过半数高校，在校
师生凭人脸识别或是刷校园卡来确认身份进入校园。其
余人员如需进入校园，需进行相关登记手续。

【B面】部分高校完全向社会开放，可自由进出

不过，湖南省内也有部分高校，其校园完全向社会
开放。

1月2日，穿过湖大校园，游客小曾来到了岳麓书院
前坪，准备入内参观。“开放式的大学校园，进出都很方
便，没有受到阻拦。”他说。

在长沙， 完全向社会开放校园的还有湖南师范大
学、中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高
校。1月2日，记者来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门口，尝试进
入校园，未经刷卡、刷脸等程序，便顺利地进入了校园。

此外，采访中，湖南工商大学等高校的毕业校友也
表示，母校对于校友的进入十分友好，“个人只需向保安
如实报备、登记姓名、电话就可进入，一般不会阻拦。”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进出为何不“松绑”

一道大门就可将大学与社会阻隔。 疫情防控常态
化管理后，是否依然有必要进行如此严格的进出管控？

家住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附近的肖先生是个长跑
爱好者，疫情前常到学校操场跑步。然而现在，进学校却
成了“奢求”。“不是在校学生就进不去，现在只能下班后
去单位附近的烈士公园跑步了。”说起这个爱好，肖先生
悻悻地表示，“本来期待疫情防控放开后能重新进操场跑
步，现在看来是落空了。”

相比此前的从容进入， 很多市民也对无法顺畅出
入高校略有微词。长沙市民刘先生认为，大学应以开放
的姿态来面对社会，“湖大、湖师大就很好，开放式的校
园，随时可以去感受校园气氛。”

也有学生、市民持不同的观点。湖师大研二学生小
周表示， 希望进出学校的要求能尽量严格一点，“我们
进教学楼都不用刷卡，有时真担心教学设备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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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游客在校门前拍照留影。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园完全向社会开放，人们能自由进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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