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运大熊猫

8月5日，从成都运输来的

大熊猫抵达扬州泰州国际机场。

当日下午，从成都双流机场

起飞的3U8905航班平稳降落

在江苏扬州泰州国际机场，飞机

上载着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的大熊猫“云儿”和“震

生”。之后它们将前往盐城大丰

港动物园。 新华社 郁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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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电视求生知识
男孩海上漂浮获救

新华社 王鑫方

英国一名现年10岁的男孩不慎落

水后，使用电视上学到的求生技巧，在

海上仰面漂了大约1小时后获救。

英国《太阳报》4日在报道中没有

提及男孩姓名。报道说，他7月31日在

北约克郡斯卡伯勒镇海岸附近游泳，受

涨潮和大风影响，晚7时左右被卷入海

中。警方接到报警后，与海岸警卫队和

皇家全国救生艇协会联合搜救。一支救

生队大约晚上8时在海湾另一侧发现那

名男孩伸展四肢，背部朝下、头朝上浮

在水面上，大声呼救。这正是皇家全国

救生艇协会推荐的落水自救方法。

斯卡伯勒镇救生艇站艇长李·马顿

说，他们得知那名男孩看过英国广播公

司2台节目《海上救人》，按照节目推

荐的方法自救。皇家全国救生艇协会在

那档节目中提醒公众，如果被卷入海

中，奋力游泳、拍打水面容易让人吸入

海水、甚至溺亡，不如放松精神，仰面

浮在海面上，以确保呼吸无碍，等待救

援机会。

马顿说：“我们非常佩服这个不可

思议的小伙子。他能在让人恐惧紧张的

环境中保持镇定，严格按照安全建议去

做。否则，结果可能大相径庭。”

那名男孩获救后在救生艇站与家人

团聚，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

与200年雕像合影
压断雕像仨脚趾

新华社 王鑫方

意大利警方确认，一名奥地利男子

参观一家博物馆时与一个有200年历史

的雕像合影，结果压断雕像三根右

脚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5日以意

大利北部特雷维索大区执法部门“特雷

维索国家安全警察”为消息源报道，涉

事男子现年50岁，7月31日随另7名奥

地利游客组团参观波萨尼奥镇一家名为

“波萨尼奥模型馆”的博物馆。监控视

频显示，他其间离开团队，与一座斜倚

状雕像合影。他模仿雕像姿势，斜倚在

雕像基座上，右肘压住雕像腿部拍照。

他起身时，似乎看到了断趾，但仍径直

离开。

那座雕像19世纪初创作，是意大

利知名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创作的

大理石雕像《扮作维纳斯·维克特里克

斯的保利纳·博尔盖塞·波拿巴》的原始

石膏模型。按照调查人员说法，“雕像

基座可能遭受更多破坏，博物馆专家们

仍在探查”。

安东尼奥·卡诺瓦基金会会长在社

交媒体上呼吁警方彻查，说肇事者不能

“逍遥法外、返回家乡”。

特雷维索国家安全警察说，鉴于当

下新冠疫情形势，那家博物馆要求所有

游客必须留下个人联系方式，因此得以

确认那名男子身份，但没有公开他的姓

名。警方首先联系到那名男子的妻子，

她哭着承认丈夫压断雕像脚趾。男子后

来也承认自己破坏雕像，后悔自己的

“愚蠢举动”。

特雷维索法院迄今尚未决定是否对

那名男子提起诉讼。

新华社客户端 徐昇

近日，江苏南京玄武湖景区一株并蒂莲被游客擅自

采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8月4日上午，南京市文化和

旅游局牵头成立了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评审组，决定将

该游客擅自采摘并蒂莲的行为纳入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

为记录，信息保存期限为两年。这也是《南京市旅游不文

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以来，

被记录在案的首例不文明行为。

记者了解到，并蒂莲是荷花中的珍品，其生成几率是

十万分之一，因此人们都将其视为吉祥、喜庆的征兆。当

玄武湖的这株网红花谢了，结出了并蒂莲蓬后，7月26

日，一名外地游客趁管理人员不备偷偷将其采摘了下

来。玄武湖派出所民警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处

以200元罚款。

“这名外地游客的行为违反了《南京市玄武湖景区保

护条例》的相关规定，造成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南京市

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推进旅游诚信建设，维

护良好的文明旅游秩序，根据《办法》的相关规定，4日上

午，文旅局牵头成立了旅游

不文明行为记录评审组，评

审组由导游代表、法律专

家、旅行社代表、景区代表

和游客代表组成。经过讨

论，作出上述决定。

记者了解到，《办法》于

2019年 4月11日起实施。

《办法》所指的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对象为“旅游者”

和“旅游从业人员”。其中，旅游者的旅游不文明行为包

括：破坏公共环境卫生、公共设施；损毁、破坏旅游目的地

文物古迹；破坏生态环境，违反野生动植物保护规定；违

反旅游场所和公共文化场所秩序管理的相关规定等。

旅游者被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保存期限

最高为5年，并将由南京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在“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官网”“信用南京”等网站同时公布。对纳

入不文明行为记录的旅游者，旅游景区、旅行社可以拒绝

提供服务，公安、航空、铁路、机场安检等相关部门可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对其采取一定的警示约束措施。

新华社 舒静 张博宇 宋佳 魏梦佳 施雨岑

近日，高考成绩676分的湖南女孩钟芳蓉选择北大考古学

专业引发热议。有人为其以高分选择“冷门”专业感到遗憾，

甚至担心她未来不好找工作。

对不少人来说，考古学是一门冷僻、小众的学科。学考古

好不好？考古学真的那么“高冷”吗？考古系学生毕业后就业

情况怎么样？记者采访了考古学界的相关专家。

考古学“渐热”

多名高校招生负责人表示，相比热门的理工、金融等学

科，考古的确显得有点“冷门”，因为考古学是考究古物的，与

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离得相对比较远。

但从招生人数、专业设置等方面来看，“冷门”的考古学已

经有“渐热”的趋势。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赵俊杰说，近年来，全国多家高

校考古学专业招生人数不断扩张，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目前每

年招生在60人左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

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10多年前每年招生20多人，现在每年

招生40多人。

与此同时，设置考古学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也在不断增

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开设“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的

高校约50所，开设“考古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近30所，开设“文

物保护与修复”和“文物保护技术”本科专业的高校约20所。

“蛮酷”的专业

记者采访发现，与十几年前不同，现在高考第一志愿报考

考古学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

“20年前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学生中，第一志愿报考的

比例很小，现在比例已超过一半。”赵俊杰说。

第一志愿报考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耿默兰说，在年轻

一代眼中，考古其实“蛮酷”的。“考古不是挖宝，而是‘证经

补史’，真正做到‘探人类之过往，溯文明之源流’，所以我觉得

它是很神圣的一门学科。”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考古学不仅“有趣”，也很“有用”。江

苏吴中博物馆馆长陈曾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考古已不再是大

家想象中“拿小铲子、小刷子埋头干”的形象；“既有丰富的历史

知识，又具备工程师的技能”是很多考古系学生的感受。

近年来，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出台了《关于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政策。

与此同时，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温，文博经济蓬勃发展。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19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

数据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博物馆文创市场呈现高速增长态

势，2019年整体规模相比2017年增长了3倍。

业内人士表示，国家政策鼓励文博与文创产业发展，各大

博物馆也在开展各类探索，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对考古学产

生了兴趣。

就业前景如何？

不少人会问：学考古，以后好找工作吗？

记者梳理发现，考古学专业就业方向比较广阔，包括考古

所、文物局、博物馆、文保中心、高校、勘探公司、拍卖行、新媒

体行业等。

赵俊杰表示，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生中，大都从事与

本专业相关的工作。而从收入来看，文博行业收入虽然不能

与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相比，但整体看处于中等水平，一些体

制内单位也更为稳定。

“全国考古人员基数较小，人才缺口仍然很大。”陈建立

说，全国每年有几千处田野发掘工地，而田野考古一线人员仅

千人左右，与法国、日本相差很大。在一些省级考古所，田野

考古专业人员只有十几个人，根本跑不过来。

根据文博系统开展的调研估算，2015年，全国文物保护修

复人员缺口约为26000人。

“目前国内博物馆超过5000家，每年要做数万个展览，考

古工作存在大量人才缺口，无需担心就业问题。”陈曾路说。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人会

越来越多，考古领域专业人才还将继续存在缺口。

留守女生高考选择引热议

考古学真的很“冷”吗？

偷摘并蒂莲蓬游客被“记录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