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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束光，平凡的伟大就在我们身边

除了指责“熊孩子”和家长，我们还应做些什么
樊丽萍

一件估价约45万元的艺术品，因

两名孩子在观展中嬉戏时撞到展柜，

受损严重，这件事情引起了不小关注。

上海玻璃博物馆7月10日发布的

一则告知书称：今年5月30日，一件被

该馆收为永久馆藏的艺术品 “玻璃城

堡”， 因两名小观众翻越展区围栏，并

在追逐玩闹的过程中撞到展柜， 玻璃

城堡随即发生塔尖倒塌 、 破碎的情

况， 其余部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

位、 破损。 目前， 馆方已向创作这一

作品的两位美国艺术家说明了情况，但

由于疫情关系， 两位艺术家无法到沪修

复，“玻璃城堡”暂时只能以“不完美”的

面貌示人。

乍一听，很无奈，因为这已经不是“熊

孩子”第一次在博物馆闯祸了。 在一些网

络论坛上，博物馆和展览该怎么防“熊孩

子”，甚至成为了话题。印象中，从名画被

观展的孩子损毁， 到展示的动物标本被

孩子摸坏、 文物遭小观众破坏……类似

的案例比比皆是。其实，就在此次事发的

上海玻璃博物馆 ，7年前也遭遇过类似

“不幸”： 一件玻璃展品也曾因小观众的

不文明观展行为而受损。

不出意外，此次“玻璃城堡”受损事

件披露后，网上指责之声一片，广大网友

直指闯祸的 “熊孩子” 以及看管不力的

家长。

这样的指责看似很解气， 但仔细想

想，一味去指责涉事孩子和家长，或许会

妨碍我们发现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要面

对的问题是：为什么博物馆、展览馆的展

品在“熊孩子”面前总会时不时“受伤”？

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断这种意外伤害，对

展品加以更好地保护？ 如果加强教育可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不文明观展行为

的发生， 那么谁该负起对孩子进行教育

的责任？

纵观近年发生的多起博物馆展品意

外受损事件， 不少闯祸的 “熊孩子” 背

后， 家长难辞其咎。 比如， 有的家长把

孩子带到博物馆后就开始 “放羊” 了，

无论是孩子大声喧哗， 还是跨越馆方设

置的防线去触摸展品， 或用力拍打用于

保护展品的透明展板， 不少家长都选择

了放任， 明知这是不文明观展行为， 却

视若无睹， 听之任之。 更有甚者， 为了

让孩子尽兴， 家长亦加入了 “犯规” 的

行列。 在孩子们经常出现的博物馆， 一

些动物标本之所以被破坏， 不是完全没

保护， 而是家长抱起孩子去摸， 跨越了

保护标本的 “防线”。

正是因为上述情况在一些展览中时

有发生，所以当这次“玻璃城堡”受到破

坏后，网上的不少指责声不是冲着孩子，

而是冲着“熊孩子”的家长。

确实， 对孩子来说， 博物馆是课堂

之外学习知识的好地方。 尤其是暑期来

临 ， 要让孩子外出走走 ， 长点知识和学

问，博物馆是一个理想去处。但在把孩子送

去博物馆之前，该上的“课”还是要上，该学

的规矩不能省。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并不是

以家庭为界的，孩子尚年幼之时，走出家门

后，如何约束自己的言行，遵守公共场所的

规范，这些本来就是家庭教育的必修课。

从孩子的养成过程来看，除了家长，学

校和社会都承担着教育之责。

进入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等公共场

所后，观展行为规范有哪些；如何从进门开

始就遵守观展礼仪；在整个观展过程中，如

何约束自己的行为……眼下， 随着越来越

多的学校带着孩子“走出去”上课，这些文

明礼仪也应该成为教化的一部分， 随着老

师的课堂教育， 润物细无声。 而对馆方来

说，除了做出必要的提示，如何循循善

诱、 用孩子更易接受的方式做好文明

观展的引导工作； 如何吸取 “前车之

鉴”，加强同行交流，通过必要的人防、

技防， 在确保观众观展体验的同时呵

护好展品， 这些工作也有进一步提升

的空间。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

之。这句古语也适用于对孩子的教育。

须知，社会规则是大家共同捍卫的，是

基于公众的自觉行为。 所以在对一些

违反规则的“熊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不仅家长要承担责任， 我们所有人都

不是局外人———当你身处公众场合，

当你以身作则时， 你就是在为身边的

孩子做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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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岁退休教师“圆梦”，60岁标本“重生”

超长梅雨季，那些最怕湿的老教具还好吗？上海自然博物馆爱心“接单”———

今年上海“超长待机”的黄梅天，让

上海市实验小学102岁退休特级教师林

有禹多了份牵挂：60多年前，他曾和该校

老师们亲手制作过一批动物标本， 它们

现在还好吗？ 有没有专业人士可以让这

批老物件“重焕光彩”？ 上海自然博物馆

决定帮这位百岁老人了却心愿。

前天下午， 自博馆标本制作团队专

门到学校登门拜访， 并对标本做了初步

检查。接下来，他们将把标本运回自博馆

作专业处理， 还计划招募学生共同参与

修复， 并通过网络直播激发孩子们爱自

然、爱科学的好奇心。

曾亲手制作百余件教
具，对标本的爱代代相传

今年102岁的林有禹听力已大不如

前。虽然许多事情已记不清细节了，但当

听说标本专家前来帮助修复当年他亲手

制作的那些动物标本时， 老人的眼睛一

下子亮了起来。

1987年退休前， 林有禹一直从事自

然科学教学， 是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之

一， 他独立或参与编撰的各类普及自然

知识、 指导自然教学的书籍多达三十余

本；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其中包括长征

四号系列火箭第三任总指挥翁伟樑；他

在上海首创了课外气象小组， 小组成员

曾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标本一直是这位退休教师心头的牵

挂，每年黄梅天他都要问“标本还好吗”？

自他以后的每一位上海实验小学的自然

老师也都把这些标本当成宝贝， 天气好

时把标本搬出来晒太阳， 时常更换干燥

剂和除虫剂； 每任自然教师退休时也会

反复叮嘱接手的教师， 把对标本的爱传

递下去。

林有禹说， 当年之所以会亲手制作

标本，是因为那时的教具十分匮乏，各大

学校因为经费有限，仪器设备都比较少。

他记得那个年代的自然课， 各个学校需

要从区里的科技站借仪器模型来上课。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认识动物，林

有禹号召学生将家中死去的动物拿到学

校来，由他和其他老师亲手制作标本。鸭

子、兔子、山羊……渐渐地动物标本越来

越多。 据上海市实验小学自然教研组组

长张宇透露， 最高峰时学校有教师亲手

制作的标本70余件， 加上其他教具共有

100多件。

自博标本团队上门对
接，将邀学生参与标本修复

尽管一代代师生尽心保存标本，但

岁月仍然在它们身上留下了痕迹。比如，

一些标本出现了义眼丢失、掉毛的情况，

鸟类标本的喙受损也比较严重。

林有禹有个心愿， 就是通过专业团

队的修复，让这批老标本“重现光彩”。在

标本制作领域， 上海自然博物馆拥有过

硬的专业实力。 得知百岁老教师的心愿

后，立即组织标本团队上门对接。

自博馆标本制作中心标本师张汤铭

在标本制作岗位工作了10余年。 一番初

步查看后， 他也对林老先生的制作手艺

由衷赞叹：“仅凭业余爱好， 就能做出这

么高品质的标本相当不容易。 ”而且，这

么多年过去了， 标本本身没有出现霉变

和虫蛀，仅仅只是脱色、细微掉毛等“小

问题”，可见平时的养护多么用心。

接下来， 自博馆将尽快把部分标本

带到馆内进行专业修复， 经过冷冻、补

色、防霉等一系列处理后，这批60岁的教

具将会焕然一新， 预计整个修复过程需

要一个月左右。

上海自然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中心主

任张云飞表示， 标本存在的意义是让孩

子们更加了解自然、亲近自然，无论是观

看标本还是修复标本， 都可用来作为自

然科学教育。为此，自博馆考虑招募一批

学生，让他们参与标本修复，并通过网络

直播的方式，让更多孩子了解这一过程。

马陆葡萄园里永葆素青的“小草”

王素青研究生毕业扎根农业一线12年，挑战技术创新敢闯敢试———添加王素青微信时， 见她微信名

叫“小草”，便问为什么会取这个名？王

素青朴实地一笑说：“刚上华中农大读

研究生时，同学们要自我介绍，在我前

面的一位同学名字里有个‘卉’字，轮

到我介绍时，我想我是一个农家孩子，

很普通，就说自己只是一棵小草。结果

小草就成了我的绰号。 ”

这棵“小草”，毕业后在位于嘉定

区的上海马陆葡萄研究所扎下了根，

而且一扎就是12年。

研究生下地干活 ，

她说“我可以吃苦”

还在上小学时， 王素青每个周末

都会拿上一杆秤、 少许零钱到村口自

家的葡萄园当小掌柜， 那时的葡萄一

两块钱一斤， 一天下来能有十几块的

收入。白天，父母拖着背包似的老式喷

雾器到葡萄地打药， 王素青与哥哥就

在后面帮忙托水管。 那时葡萄是纯露

地种植， 成熟时的果穗总是招来很多

金龟子破坏葡萄肉，因此，必须抓紧时

间赶紧卖出去。 童年里那段全家人齐

心协力种葡萄、卖葡萄的时光，总会让

她的心底涌起一股 “替父母分担的

甜”，可能她自己也没想到竟从此与葡

萄结下甜蜜的缘分。

2007年冬天， 王素青收到了马陆

葡萄研究所的面试通知， 她清楚地记

得那天面试是在所长单传伦的办公

室，单所长说：“一线的农业单位，即使

女生也需要下地， 不是整天待在办公

室打打电脑、整整材料就可以的，也是

需要吃苦、要求实干的。你怕吗？”当时

的她态度坚定地回答：“我可以的。 ”

2008年春节， 上海郊区的雪大到她

一个北方长大的娃都觉得壮观， 全园变

白， 分不清河道和路面。 大雪纷飞的夜

里，整个园区却异常热闹，零星的手电筒

光分散在各个角落， 大家手里都拿着一

根一端缠着布条的竹竿、身上披着雨衣、

脚上穿着雨靴。 刚到葡萄园实习的王素

青也连忙起身， 跟大家一起进大棚用竹

竿打掉棚膜上的积雪。 为了防止积雪压

塌大棚， 大家每两三个小时都会去查看

一次。 这便是王素青来到葡萄园和同事

们齐心协力做的第一件事。

挑战种植技术革新 ，

她说“让我试试”

2008年6月， 王素青终于毕业了，因

为葡萄园进入忙季， 她没来得及回家跟

父母告别，就匆匆返岗上班。 这个夏天，

她知道了原来葡萄园可以是这样的：葡

萄品种不单单有巨峰， 而是根据成熟期

不同， 从6月初一直到10月初前后上市

50-60个不同品种； 一串葡萄不是越多

越好，还需要疏粒，每个品种根据不同的

果粒大小规定了留粒数； 农业旅游并不

老土，也可以有这么高的人气，容纳200

多辆车位的停车场停得满满当当。

2012年春天， 所长喊王素青去巨峰

葡萄地，让她按照自己的四指宽（5厘米

左右）给葡萄花序整形。 这么短？ 当时她

心里七上八下，所长告诉她，等葡萄成熟

了，再看看效果，才会知道答案。 朴实的

王素青拉上老公帮忙， 整每一株花序时

都用手去比，生怕不符合要求，花了一天

时间才完成一个棚的花序整形。 同事们

心怀质疑。但她说：“不管其他人怎么看，

不管结果会怎样，我还是要试试，不试怎

么知道会不会成功。 ”之后，她便每天测

花序长度、关注天气变化，慢慢地，花序

长了一点、再长一点，直到赶上生产的长

度。 疏粒环节中，实验地因为留了穗尖、

单穗果粒较少，疏粒的效率提高了。而最

后成熟期，串串葡萄果实呈圆锥形，标准

的每串40-45粒，而且更整齐美观了，这

印证了巨峰留穗尖的可行性。此时，她心

里深深感觉到一股“技术创新的甜”。

从 “小白 ”到第一名 ，

她说“我有股倔强劲”

2018年， 她开始接触葡萄园科研申

报工作， 第一项就是 “上海市水果标准

园” 的申报创建。 起初， 王素青也有过

不知所措： 资金用在哪里， 标准园创建

侧重点有哪些， 减肥减药怎么操作， 等

等。 她说： “好在自己有股倔强劲， 不

做好不罢休。” 于是， 她梳理思路， 开

始逐项展开， 资金使用对照基地情况、

结合创建指南， 缺什么卖什么； 标准园

侧重标准化生产、 商品化处理、 品牌化

销售， 那就从贯彻葡萄种植技术、 定制

品牌包装、 加大宣传推广下手； 减肥减

药更是创建重点， 选择植物源、 生物源

和矿物源农药， 增施有机肥、 重视生物

肥和水溶肥的使用。 最后验收时得分为

96分 （满分100分）， 排名第一。 她的能

力再次被肯定。

近年来，葡萄公园还完成了150亩连

栋棚的自动化改造及4000平方米温室的

智能化改造。 连栋棚内安装了卷膜器和

电磁阀，实现自动灌溉、肥水一体化、自

动喷药、臭氧水消毒、补光、补气等自动

化功能，较改造前节约90%的人工。而这

个关系到马陆葡萄产业未来的 《葡萄产

业园生产物联网技术集成与示范》 市级

科技项目，也是由王素青具体负责。 “农

业智能化是大势所趋， 但要让传感器准

确告诉我们葡萄的感受， 还有艰苦的路

要走。”已担任马陆葡萄公园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的王素青， 一点没有改变自己向

来脚踏实地的朴实风格。

与马陆葡萄结缘12年，王素青将“小

草精神”诠释得结实丰满而令人尊敬。

■新时代奋斗者■本报记者 薄小波

人物小传
王素青， 上海马陆葡萄公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由她

负责的马陆葡萄公园申报创建 “上海市水果标准园” 工
作， 2019 年底验收时获得第一名； 她还领衔完成了市级科技项目 《葡萄产业
园生产物联网技术集成与示范》。

上图：王素青在马陆葡萄园里。 （马陆葡萄公园供图）

茛百岁老人林有禹。

茛小羊标本。

荨猴子标本。

荩修复人员检

查标本近况。

■本报记者 沈湫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