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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樱花盛放，沪上多所高校美

出新高度。在大学漫步、沐浴春光，也

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休憩首选项。

上周末，同济大学单日访问量激

增至近万人次，还有逾20万人次在线

观赏樱花大道美景。在华东师范大学

闵行校区，随风摇曳的樱花、泛起涟漪

的樱桃河美不胜收，河滨樱花步道绵

延3公里，吸引了众多游客。此外，在

社交平台上，“如何打开春日中的复旦

大学”的话题热度也居高不下。

眼下，众多沪上高校纷纷打开校

门，校外人士可通过刷身份证或实名

预约进校。

但对大学来说，众多前来打卡、赏

花的观光客带来的不仅是人气和热

度，还有一连串的管理问题，以及围绕

校园开放的各种意见、争议。比如，有

人觉得，安静的校园氛围被打扰了，抱

怨“喧闹代替了静谧”“大学不是游乐

园”；也有人因为一时预约不上、进不

了学校，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进校参观

遇阻，大学不该‘圈地自萌’”……

一边是公众对进入大学赏春日

美景的强烈渴望，一边是短期激增

的人流带来的资源分配、校园管理

难题——打开校门后，大学该如何更

好把握“春日流量”，在校园开放的过

程中发挥更大价值？守护美美与共的

校园，全社会又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好

“加减法”？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学者直言，

大学本是育人的场所，校园开放只是

第一步——在有序打开“物理之门”

后，更要进一步敞开“文化之门”。

高流量是把“双刃剑”，
给大学带来“甜蜜的烦恼”

春风拂面，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

樱花如霰。樱花树下，不少穿着学士

服的大学生正在拍摄毕业照，一张张

笑脸定格着青春的美好。除了在校

生，樱花大道上也挤满了外来游客。

傍晚，老杨夫妇坐在樱花大道边

的长凳上小憩。“青春真好，大学真

好！”除了赏花，校园里的一切，都让这

对老夫妇感到“赏心悦目”。老杨告诉

记者，今年春天的初次踏青，夫妇俩之

所以定在同济大学，一是因为住得近、

出行方便；二是感觉“大学有文化、有

味道”。

不仅为观光，也带着对“象牙塔”的

向往而来，眼下，相当一部分校外人士

渴望大学校园能更大程度对外开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去年底以

来，沪上多所高校取消了入校限制，打开

校门后，一时积压的参观需求得到一定

程度的释放。但眼下，叠加樱花盛放带

来的“春日流量”，“报复性大学游”迎来

了又一股高潮。尤其在社交平台上，相

关“打卡”攻略频出，收获了不错的点赞

量和转发量。

流量是聚光灯，也是放大镜，这把

“双刃剑”给部分高校带来“甜蜜的烦

恼”。上周末，多所高校在迎来赏花人流

高峰的同时，也接到了不少学生的“投

诉”。有在校生在社交媒体上“吐槽”校

园开放后外来游客的各种不文明参观行

为，“摇晃樱花树，乱丢垃圾，还有孩子奔

跑着闯进了正在授课的教室，被吓得哇

哇大哭”。还有部分学生无奈地表示：

“虽然大学本不该有围墙，欢迎大家来参

观，但并不希望学校变成公园。”

赏花和美食之外，文化流
量的推介仍显不够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渠道、速

度、范围都在扩张。网络既可以带来‘泼

天的富贵’，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

系主任高凯说，大学作为学术殿堂，不仅

是育人之地，也是社区、城市乃至国家的

重要智库，对当地经济、文化有重要的拉

动价值。因此，大学校园开放，是其承担

社会责任的表现。但在具体操作层面，

如何应对“春日流量”这把双刃剑，从目

前看来，有部分高校确实还没有做好充

分准备。

“校园开放后，一些不文明参观行为

确实存在。但其比例到底是多少，有一

些评论是否以偏概全，这些都有待求

证。”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直言，

在互联网的流量助推下，樱花季的校园

迎来短期人流高峰很正常。可以预见的

是，部分高人流带来的矛盾将随着时间

而得到缓解。“在很多人心目中，高校是

灯塔、理想之园。换位思考一下的话，我

们作为身处理想之地的人，不应该打着

守护一方天地之名拒绝他人的向往。”

“春日流量”进高校，究竟意味着什

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有另

一番解读：高校开放的话题之所以获得

如此高的关注度，恰恰证明公众愈发旺

盛的精神文化需求。

“举个例子来说。上海在几年间涌

现出100家左右的美术馆，博物馆和各

类展览一票难求，这些其实就反映公众

对于高水平、高质量文化活动的需求。”

孙向晨说，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集合地，

大学校园开放自然备受期待。不过，在

迎接高流量的同时，大家也应当进一步

思考一些话题。比如，在既有的网络宣

传中，关于到高校赏花、品尝美食的娱乐

流量是否已经太多，而关于校史、校园建

筑背后的文化、一流讲座活动等文化流

量的推介远远不够？

“如何不让高校变成公园？除了有

序的开放，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高校

必须拿出更多高质量的校园文化活动。”

孙向晨说。

更合理有序的校园开放，
必须“有章可循”

其实，大学校园向公众开放，本不再

是一个“问题”。2023年7月，教育部发

布通知，鼓励高等学校、高科技企业、制

造企业等向社会开放，主动服务全民学

习。今年3月，教育部再次明确表示：

“高校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应积极向社会

开放校园，更好发挥大学服务社会、传承

文化等功能。”

而在校园“打开”的过程中，有一些

管理的棘手难题确实也不该被忽视。比

如，大客流下，校园的安全如何保障？校

外人员的涌入，会不会影响日常教学秩

序、打扰师生的日常生活？

为应对特定时间内的高人流，部分

高校实行实名预约制。今年樱花观赏

期，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均明确表示，学

校对校外赏花人员采取预约制，限制人

流。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清明小长假，拥

有百年历史建筑的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

区，同样将采用预约制实现限流。

“需要厘清的是，预约制不是阻止

制，而是保障更多人充分享受高校各类

资源，保障校园安全。”同济大学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院长孙宜学说，更合理有序

的校园开放，必须“有章可循”。这就意

味着，大学在“开门”的同时，有必要加强

对文明参观的引导，同时及时收集、正视

各方需求，找到最大公约数。

“校园开放，不能简单一开了之。更

要优化程序，做到信息公开透明。”高凯

回忆，他曾在某高校门口遇到因没有提

前预约被保安阻止入校的游客，双方差

点激发矛盾。对校外人士来说，能否及

时了解校园开放信息、管理规则很重要。

无规矩不成方圆。有学者谈到，正

如博物馆、电影院、公园都有相关参观守

则，校园在对外开放、接待外来人员时，

也需对过界行为做出明令禁止。

比如，今年樱花开放期间，武汉大学

在校园管理的通知里就明确表示，校内

教学、科研、办公楼（馆、室、所）和学生宿

舍等场所谢绝公众参观。同济大学也发

出提醒，严禁在校园放飞无人机等“低慢

小”飞行器，校内教学、科研、办公楼（馆、

室、所）和学生宿舍等场所谢绝公众参

观；学校谢绝一切外来车辆进校，鼓励游

客绿色出行，步行入校。上海大学也明

确提示，不建议游客携带帐篷等露营设

备进入宝山校区。

此外，针对校园开放后，部分游客与

在校师生“争抢”校内资源的问题，不少

高校也出台了有针对性的举措。复旦大

学日前宣布，中午用餐高峰期间，食堂不

对外开放。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食堂同样

暂不对游客开放。

“校园的更好开放离不开精细化管

理。”孙向晨则进一步建议，校园的开放，

应细分区域和等级。放眼全球，一些范

例值得参考。比如，纽约大学同样位于

闹市区，面向社会开放。但部分实验楼

设置门禁，需刷卡进入，“尤其对一些化

学类实验室和涉密的研究室来说，门禁

制度很有必要”。

感受大学文化之美，还有
很多值得尝试

对众多高校来说，眼下的樱花季还

碰上了招生季。如何接住“春日流量”做

好宣传，既成全游客，也同时塑造大学的

良好形象和社会美誉，更是一道思考

题。记者了解到，包括上海财经大学、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一批

高校，专门拍摄了春日校园美图、视频，

在社交平台推出官方游览攻略，指导公

众入校参观。

孙宜学不由感慨，沪上赏樱之地众

多，大家之所以愿意专程到大学来，正因

这里不仅有优雅的环境，还有开放、包

容、美美与共的大学精神和文化，“让更

多人充分感受大学之美，传播文明和文

化，是大学开放的价值所在”。

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当前大学的校

园开放尚为浅层次的开放。校园开放要

想实现最大价值，当务之急是打开更多

“文化之门”。

“目前，不少人进入大学后完成‘打

卡式’参观。如何让更多访客深入了解

大学的文化，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尝试。”

高凯建议，参考上海积极推行的建筑可

阅读，“可阅读的大学”也可以得到进一

步发展。譬如，在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

校园建筑，可设置扫码阅读、一键了解建

筑背后的校史，推出VR导览服务等

等。“在一些历史悠久的英美高校，校方

会定期组织校园导览活动，由教师或在

校生担任讲解员。”在高凯看来，这些举

措不仅可以为参观者提供深入体验大学

文化的机会，还可以让在校生增强荣誉

感和使命感。

“大学不仅要打开物理意义上的校

门，更多的教授们也应当积极‘走出去’，

做好科普工作、通识工作。”孙向晨说，在

校园开放过程中，在校师生人人都可成

为一张张大学可阅读的名片，进一步展

示高校魅力。

樱花盛放的沪上高校美出新高度，吸引大量游客进校“打卡”，也迎来一系列校园管理难题

接住“春日流量”，大学开放如何输出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吴金娇

武康路的梧桐新上绿色，法国女

孩卡西 ·马丁背着她心爱的吉他，迫不

及待地走进属于上海的春日午后。令

人有些意外，这位演出足迹已经遍布

世界的一流古典吉他演奏家只有22

岁。卡西的活力和上海的春意一样，

朝人扑面而来。即使肩背沉重的乐

器，她的脚步仍旧轻快，嘴里总是哼着

愉悦的小调。

在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邂逅印象与浪漫》中法吉他音乐会结

束的第二天，卡西应本报记者之邀漫

步上海街头，感受浓浓的春意。虽然

古典吉他通常在室内演奏，但在人气

涌动的武康大楼地带，卡西兴之所至

地拉开吉他包，弹起法国名曲《波西米

亚人》。“我感受到风的流动，手拨弦时

也能碰到阳光，好像我的曲子跟当下

的上海一起呼吸，这样的感觉真好！”

“美丽、特色鲜明的上海”

对于第一次来到上海的卡西来

说，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站在乍

浦路桥上，她惊叹于“三件套”共同勾

勒出的宏伟天际线，“等我回到塞纳河

畔，可能会想起上海的东方明珠，这是

一座美丽而特色鲜明的城市”。坐车

路过外滩，她忍不住赞叹鳞次栉比的

建筑群。女孩也敏锐地捕捉到上海迷

人的日常氛围，她因为武康庭锦簇的

花朵欣喜不已，也会在看见盛满汤汁

的小笼包时，连连感叹“终于等到了”。

只要跟卡西待上一会儿，就能感

受到她对音乐事业的热爱与认真：她

细致地留存着自己的中文版演出海

报、节目单；街角一闪而过的音乐元

素，被她视作“城市与音乐的秘密连

接”；Citywalk途中，卡西走过安福路

的贺绿汀故居，流连于武康大楼的元

龙音乐书店，她用手机拍下地标的中

文名称，认真地听着安福路、武康路一

带的音乐历史。

卡西是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

光是在三月，她就在阿根廷、法国、加

那利群岛等地演奏了12场音乐会。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地结交新的

朋友，却又很快地与他们道别。”在苏

州河畔聊天，卡西说，常年辗转于各个

国家演出，她的吉他从不离身。由法

国制琴大师丹尼尔 · 弗瑞德里奇在

1994年制作，这把吉他拥有丰厚的音

色，是永远陪伴她的友人。

融合中国元素，呈现自然本真

音乐会当晚，身着红色长裙的卡

西在上海音乐厅演奏了八支独奏曲、

一支二重奏、一支四重奏，希望呈现出一

份法国吉他音乐的“历史地图”。“我想跟

听众来一场‘时间之旅’，从亨利 ·普赛尔

开始讲述巴洛克时期，然后去到古典浪

漫主义时期，接着走进对吉他来说非常

重要的20世纪，最后来到当代。通过这

些不同风格与时代的音乐，人们会发现

古典吉他远远不只是一种古典的乐器。”

此外，世界首演的二重奏《荷花园》，

也启发着卡西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品

的灵感来自中国香港的七座公园，整首

曲子意在表现荷花从淤泥向光明生长，

卡西与合作者、西班牙吉他演奏家何塞

由此展开了长达25分钟的音乐对话。

舞台上，何塞潇洒肆意，卡西的一颦一蹙

则更具古典味道，正如她所说：“这是最

纯粹的二重奏，它没有分主旋律与和声，

而是两把吉他彼此应和，这种平衡极具

韵味。其中也有中国音乐与西班牙音乐

的融合，尽管技术和风格复杂，这首曲子

还是呈现出了自然本真的样子。”

除了演奏家的身份，卡西还是一名

出色的吉他教师。从去年九月开始，她

任教于法国勒瓦卢瓦—佩雷音乐学院。

这次，她为上海音乐学院带去了一堂大

师课，超过三个小时的课程，她从头至尾

热情不减，“我或许只有这一次机会和这

些同学们在课堂上面对面，我想把自己

的所学全部与他们分享”。她坦言，自己

的演奏风格尚未成型，但也不愿被过早

定义，只希望自己的演奏能让人们体味

到更多可能性。“年轻的中国吉他手有着

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扎实的技巧，但也不

要忘记，要自己做自己的听众，听到音乐

的真正声音，逐步发展出自己的音乐风

格，我会跟中国的青年吉他手共勉。”

没有经纪人，卡西独立打理着关于

自己的一切事务，但这位勤勉的音乐家

始终渴望着与音乐独处的时间，“即便有

教学和巡演，我也会尽量保证每天4—6

小时的练习时间，要知道，‘演出’并不等

于‘练习’”。

法国古典吉他演奏家与本报记者漫步城市街头

吉他女孩卡西·马丁的上海春日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科技飞速发
展的今天，仅凭医学或理工科专家“单打

独斗”、企业人员“单枪匹马”远远不够，

只有跨界携手、深化合作，才能进一步助

力健康中国高质量发展。日前，来自沪

苏两地的校、企、医界专家、学者及企业

家共同参加了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的

2024年“校企医监研（5+X）党建联盟”年

会暨医工交叉论坛。

论坛上，眼病智能检测交互系统、智

能液压假肢膝关节、皮肤色素性疾病治

疗机器人、一体式心肺复苏仪等新成果

亮相。据了解，2012年，上海理工大学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后更名为健康科

学与工程学院，简称“健康学院”）党建联

盟先后与20余家企业、医院、监管部门、

研究机构开展联建。如今，联盟已升级

为“校企医监研（5+X）”党建融合发展的

高质量合作平台。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深入推进，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

院、苏州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州独墅

湖科教创新区管委会、苏州工业园区生

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新成员正式加

入，推动党建联盟朋友圈再“+4”。

依托这一平台，上海理工-上海交

大医学院苏州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与太

仓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州独墅湖医院等

单位分别签署科研项目及转化医学平

台合作协议，共同激活医工交叉领域的

创新密码。

上理工串起“校企医监研”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上海交通大
学物理与天文学院史志文教授团队开发

了一种生长石墨烯纳米带的全新方法，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国际顶尖期刊《自

然》在线发表。业内专家介绍，该研究向

微电子领域先进封装架构的原子制造迈

出了关键一步。这些性能出色的层间石

墨烯纳米带，有望在未来的高性能电子

器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众所周知，硅是现代集成电路与电

子芯片核心材料。随着微纳加工技术的

进步，硅基半导体器件的性能已经非常

接近其理论极限。于2004年首次被实

验发现的石墨烯，为高性能电子器件的

开发带来了曙光，但目前仍主要用于科

研，尚未能大规模产业化。团队介绍，半

导体器件的极限性能主要取决于半导体

材料中载流子的迁移率。现有的硅材料

的载流子迁移率不够高，严重制约了硅

基器件的响应速度和运算频率。而石墨

烯的载流子迁移率可达硅的100倍以

上。基于石墨烯的“碳基纳米电子学”，

有望开启人类信息社会的新时代。

然而，二维石墨烯却无法直接用来

制作晶体管器件。尽管目前已有多种制

备石墨烯纳米带的方法，但在可用于半

导体器件的高质量石墨烯纳米带的制备

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况且，已制备

出的石墨烯纳米带的载流子迁移率均远

低于理论值。

为此，团队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石

墨烯纳米带的制备。此前多项研究表

明，石墨烯被氮化硼封装之后，包括载流

子迁移率在内的多项性能会得到显著提

升。但目前已有的机械封装法效率很

低，仅能用于科研领域，难以满足未来先

进微电子产业中规模化生产的需要。

为了提高石墨烯器件性能，团队另

辟蹊径、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制备方法，实

现了石墨烯纳米带在氮化硼层间的嵌入

式生长，形成了独特的“原位封装”的半

导体性石墨烯纳米带。史志文介绍，这

种层间嵌入式生长颇为神奇。“通常情况

下，材料生长往往是在一种基底材料的

表面生长出另一种，而我们的纳米带，则

直接生长在六方氮化硼原子层间。”

论文第一作者吕博赛博士介绍，在

层间生长的石墨烯纳米带长度可达亚毫

米量级，远超此前的纪录。由于其免受

器件加工过程中吸附、氧化、环境污染和

光刻胶接触的影响，所以在理论上可获

得超高性能纳米带电子器件。更进一步

的实验测量结果表明，这一石墨烯纳米

带表现出典型的半导体器件的电学输

运特性，相关器件的载流子迁移率远超

以往。

《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成果

石墨烯纳米带制备方法迎新突破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实习生 孙彦扬

上周末，

同济大学单

日访问量激

增至近万人

次，还有逾20

万人次在线

观赏樱花大

道美景。图

为樱花大道

游人如织。

（校方供图）

在上海热门地标武康大楼地带，卡西 ·马丁情不自禁拿出吉他演奏。 本报实习生 孙彦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