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闹钟抢票，多个设备同
时抢票，不停刷新系统……这
个暑假，很多人为预约到博物
馆门票，使出浑身解数。

如今，“博物馆热”成为一
种文化现象，“到博物馆去”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人们对高品质
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旺
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追
寻与认同不断强化，文化自信
日趋坚定，对博物馆这一保护
和传承文明的殿堂自然心向
往之。

面对“博物馆热”带来的
汹涌人潮，多家博物馆在暑假
期间调整预约参观政策，采取
分时段预约、 动态投放门票、
适当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预约
名额等方式，更好满足公众需

求， 让优质公共文化惠及更多
人。 同时，严厉打击“黄牛”抢
票、囤票违法行为，维持市场秩
序平稳、有序。

对“博物馆热”这一正在蓬
勃发展的文化需求，应当珍视，
以更加丰富的手段迎接这份热
情、呵护这种向往。“博物馆热”
不是一时半晌的热情， 也不能
局限于一馆一院的考量。 面对
观众， 尤其是学生观众的参观
热情，应当高度重视、仔细谋划
如何把这一热度延续下去。“博
物馆热”不只热在暑假，更要热
在平时、热在校园。这既是丰富
学校教育、 优化教学方式的有
效措施， 也是引导观众
错峰、 分流参观的有效
方法。

把教学课堂搬到考

古遗址， 把美育教育嵌入展览
参观，把博物馆搬进课堂，让文
物在校园里“活起来”，这些探
索大大拓展课堂的边界、 学生
的眼界。 这提醒教育工作者，在
日常学校教育中， 一些文史类
课程和课后服务内容可以灵活
安排到博物馆进行， 博物馆的
资源也要尝试与学校课程体
系、教材融合衔接，让博物馆走
进学校、走到学生身边。

“博物馆热”引领了新的文
化趋势。 珍视文化热情，正视文
化需求，因时而动、顺势而为，
方能不辜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①2

让“博物馆热”继续热下去
□杨湛菲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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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暑期工
撑起权益保护伞

� � � � 每逢暑假， 不少大学生选择做暑期工。
然而，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有过暑期工经历
的大学生吐槽“暑假千万别打工”“暑期工全
是陷阱”。

谈论暑期工权益保障， 首先需要厘清的
是，在校生在暑期打工，与正常签订劳动合
同并不相同。《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在校生
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
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这一规
定明确，暑期工不属于劳动关系范畴，用人
单位可以不与之签订劳动合同。 在这种情况
下，暑期工往往无法享受劳动法保障。

不过， 在校生与用人单位建立的不是劳
动关系，不等于他们就该被“盘剥”。 用人单
位要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善待暑假工，
毕竟企业和暑期工形成的是雇佣和被雇佣
关系，有了这层关系，暑期工的权利就会受
到民法典关于雇佣关系的相关法律保护。

保护好暑期工的合法权益， 需要劳动监
察等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重视对暑期工
权益的保护，加大对侵犯暑期工权益违法违
规行为的惩治力度，同时还要畅通暑期工维
权渠道，降低他们的维权成本。 在校生往往
涉世未深，缺乏经验，容易受骗，学校也要注
重对大学生的普法宣传，帮助大学生防范就
业陷阱，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维权意识。 ①2

（戴先任）

近几年， 多个本土咖啡
品牌走进大众视野， 其中一
些品牌取的是“洋名”。 其
实，本土品牌取“洋名”并非
只见于咖啡行业，在服饰、家
居等行业，国货“洋名”屡见
不鲜。

企业希望自家产品拥有
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当然要在
品牌的命名上动脑筋。 前些
年，与国外大牌相比，一些国
货在品质和做工上有些差距，
本土品牌取“洋名”往往能够

带来更多的品牌溢价。 如今，
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已在国际
市场上声名远扬，特别是消费
品领域，绝大多数国货的品质
已经能与洋品牌媲美。 一些跨
国企业不仅推出迎合中国消
费者偏好的产品，还给自家品
牌取了中文名， 强化中国味
儿。 本土品牌再靠取“洋名”给
自己脸上贴金，显然是不自信
的表现。

许多至今依然基业长青
的百年老店，除了将品质视为

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品牌命名上也有其
过人之处。 比如，同仁
堂、五芳斋、老凤祥、百

雀羚等家喻户晓的本土品牌，
其共同之处是朗朗上口、 形象
易记、辨识度高，它们用的都是
国人喜闻乐见的“土名儿”，承
载着国人美好的生活故事和文
化记忆。

品牌是载体， 文化才是价
值。 本土品牌既要自强，也要自
信，只要脚踏实地、锲而不舍把
产品做好， 不断提升自身竞争
力，并不需要“洋名”加持。 唯有
打破妄自菲薄的心态， 以更高
的追求、更严的标准、更好的水
平筑牢品质基石， 增强文化自
觉、坚定文化自信，消费潮流才
能风起本土， 本土品牌才能越
来越响。 ①2

国货何须取“洋名”
□祝伟

●人生就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充实
而自信；微笑就像一朵朵翻腾的浪花，带给
我们进取的快乐。

●狡猾和聪明的差距不是在智力上，而
是在道德上。

●一直往前走，别往后看，因为每一次
回头，都会错过眼前的风景。

●不要盲目地反对改变，但要反对盲目
的改变。

●幸福的人善于忘记自己给过别人什
么，却永远记得别人给过自己什么。

●如果你爱自己的工作，你就会成为它
的主人；如果你恨自己的工作，它就会成为
你的主人。

●知道为什么假期那么短吗？ 因为假期
没有上午。 知道为什么上班的时间那么长
吗？ 因为它不仅有上午还有早上。

●用你的笑容去改变这个世界，别让这
个世界改变了你的笑容。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南都论坛

全国晚报优秀专栏

全国晚报优秀专栏
世相评弹

现在，不少餐馆在食材环
节选择预制菜， 菜品预先做
好，加热一下就可以端上来。

所谓预制菜，按照中国烹
饪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是以
一种或多种农产品为主要原
料， 运用标准化流水作业，经
预加工或预烹调制成，并进行
预包装的成品或半成品菜肴。

预制菜能够实现即烹、即
热、即食，省去了买、洗、切等
繁琐工序，有效连接“菜园子”
和“菜盘子”，逐渐赢得市场青
睐。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预制
菜相关企业达 6.6 万余家，其
中，2022 年新增注册企业 1000
余家。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 未

来 5 年， 预制菜产业产值有望
达万亿元规模， 成为餐饮产业
发展的又一个“风口”。

预制菜虽然受到追捧，但
其口味、 新鲜程度、 营养价值
等，与新鲜食材还有一定差距。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明示餐食
主要原料信息及数量或重量。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
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 相关部门有必要
加快制定和实施预制菜
行业生产标准， 督促餐
饮企业履行对消费者的
告知责任， 明确标注哪
盘是现炒菜、 哪盘是预

制菜， 别让消费者用现炒菜的
钱买了预制菜的单。

预制菜的赛道很长， 市场
发展前景可观。 它的兴起，有效
提升了经济复苏的烟火气。 促
进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 需要
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提升营养
价值，丰富菜品口味，明晰产品
标识， 督促餐饮店落实告知责
任等。 只有让消费者更加清楚
明白地放心消费， 才能不断拓
展市场空间， 推动预制菜产业
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①2

预制菜，要让消费者“预知”
□易博文

晨语 2023年 8月 8日 星期二
编辑 郭征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郭征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