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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位于安徽合肥的巢湖学
院在官网发布《致歉声明》称，该校
2023级新生录取通知书在印制过程
中，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和审查不
严，导致部分新生录取通知书上的报
到时间“9月6日”错误印刷为“9月6
月”，给新生和家长们带来了诸多不
便和困扰，“对此，我们表示深深的歉
意！”校方表示，尽力弥补由此造成的
影响，立即为录取通知书印刷有误的
新生邮寄新的录取通知书。

8月7日澎湃新闻

对巢湖学院部分新生来说，“大学
第一课”竟是给母校“找错”，可谓万万
没想到；而对素以严谨著称的高校来
说，在新生录取通知书上出现这种“低
级失误”，可谓大写加粗的尴尬。

有人说，把“9月6日”错印为“9月6

月”，一看就是粗心所致，对新生入学工
作也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没必要小题
大做。但事实上，录取通知书上出现错
字，事关大学的脸面、名誉和精神，并不
能当成“小失误”来看待。校方在官网
公开致歉，是必要的、应该的。出了不
该出的“低级失误”，高校首先要正视问
题、及时补救。从很大程度上讲，越是

“低级失误”，越要深刻反思，揪出病根，
对症下药。

类似错误并非个案。比如，去年8
月，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把录取通知书
上的“报到”错印成了“报道”；同一时
间，位于河南郑州的黄河科技学院把
录取通知书上的“notice”错印为“not-
ict”。不只是录取通知书，一些高校的
毕业证、学位证上也曾屡屡出错。

从毕业证、学位证到录取通知
书，这些原本象征高级知识标准的证

书，先后闹出“低级失误”，根源何
在？新华社曾有一篇社评就一针见
血地指出，这根子就在于高校对于

“向谁负责”的认识稀里糊涂。文章
称，许多高校的资源、人力配置都围
着领导转，领导重视的处处有人盯，
领导目光之外往往无人抓落实，“领
导又不是三头六臂，总有疏漏，这样
集小漏而成大漏，必然有一天集体踏
空，闹出大笑话”。

所以说，公众对类似“低级失误”
的吐槽，并非上纲上线，也不是将此当
笑话取乐，而是宣泄一种情绪、表达一
种期待。显而易见，“低级失误”背后
是高校的不严谨、不尽责等不良风
气。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在于治学、
在于育人，而非外表的光鲜度和管理
的行政化，“高校去行政化”已喊了很
多年，目前看改革仍需向纵深推进。

多些“抢险救灾”后的
“爱如潮水”
郭元鹏

近日，受“杜苏芮”强台风影响，
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远在
家乡的宁波大学生们，你们是否安
好？8月5日，从宁波市教育局传来
消息：为帮助受灾地区的学子渡过
难关，宁波11所市属高校启动临时
困难补助通道。本次申领对象，针
对受到本轮洪涝灾害影响，导致家
庭经济出现困难的在籍学子。

8月7日《宁波晚报》

自然灾害是无情的，而有情的
则是面对自然灾害，人们的心手相
牵，人们的勠力同心，人们的温情以
待。赶走了“暴雨灾害”，赶走了“洪
水伤害”，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爱如潮水向你推”，把

“抢险救灾”的温情继续拓展和延
伸。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实高校启
动临时困难补助，也是一种“抢险救
灾”。

目前，宁波多所高校已启动受
灾情况排摸程序，竭力保障学子的
正常学习生活。有学校表示，如果
学生家中因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害
或财产损失，导致家庭经济出现临
时困难，可在第一时间向辅导员说
明情况并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学校
将提供必要的帮助，保障学生在校
的正常学习生活。此外，除紧急救
助，根据《宁波市学生资助工作实施
办法》，宁波市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
市属高校大学生，将按照资助评级
分5500元/生/年和2860元/生/年两
档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确保学子
学途无忧。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不仅仅是
在宁波，这几天全国各地的高校都
在调查摸底受灾学生家庭的情况，
都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拿出了启
动“学生临时救助补贴”的办法，从
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向学生们伸
出了温暖的手。最终目的都是：确
保所有高校学生不因为暴雨灾害
受到影响，能够不被经济压力影响
了学业。

面对灾害的无情，就需要我们
多些温柔以待的柔情。高校启动临
时困难补助，也是一种“抢险救灾”，
更是“抢险救灾”的温暖延伸。赶走

“洪水灾难”之后需要多些温情的
“爱如潮水”。

近日，有网友通过群众留言板反
映，宁波博物馆中有关宁波史前文明
和城市历史的展览内容已久未更新，
没有跟上最新考古和史学结论，容易
引起误导。该网友建议博物馆再认
真梳理一下本地史后进行更新，向市
民展示更正确、更清晰的宁波历史。

8月5日《宁波日报》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当大多数游客没有意识到“博物馆展
陈还是老说法”的时候，还是有专业人
士提出了质疑。根据2020年5月底发
布的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宁波
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和文明发展史前推
到了距今 8000 年前，该成果成为了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3
年多过去了，博物馆展陈内容上还是
河姆渡遗址的距今7000年前；这样的

“慢了一拍”，并非无关紧要的小事。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有句
名言，“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
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随着考古
和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历史
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细化，一些历
史知识需要进行重塑与更新。“如果
把藏品当作是博物馆的心脏，那么教
育就是博物馆的灵魂”，当博物馆展
陈不能及时跟上最新考古和史学研
究成果的步伐，难免会导致博物馆的
教育功能大打折扣。

近年来，在全国不少城市里，博
物馆展陈被指出史实错误、内容陈旧
等现象屡见不鲜。博物馆一端连接
着过去的历史和广阔的世界，另一端
连接着今天的我们；走进博物馆，就
是开启一次时空对话。和一般旅游
景点不同，博物馆需要参观者多一些
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与热爱。在知识更新加速迭代、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博物馆方
面也应该加强与学界、业界的有机衔
接和良性互动，将经过论证的、具有
严肃性和权威性的最新考古与史学
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博物馆展陈与
解说中去。

有些时候，博物馆展陈更新在技
术上并不存在多高的难度，成本也并
不高，是只要愿意就可以做到的事
情。在智能社会，博物馆展陈以及讲
解都可以更多地运用数字化手段；这
不仅能够及时地吸纳考古新发现、史
学研究新成果，也能够提升传播效力。

“博物馆展陈还是老说法”犹如
一面镜子，提醒和启示人们——博物
馆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赢得声誉，就必须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对展陈内容和讲解活动进行规
范，让公众接受更有品质、更有营养
的文化熏陶和精神洗礼。

“博物馆展陈还是老说法”
慢了一拍损伤教育功能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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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有话派友圈·

高校录取通知书出现错字
越是“低级失误”越要深刻反思

陈广江

网络时代，书写变输入，错别
字泛滥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你
遇到最多的网络错别字有哪些？
在甬派·派友圈里，针对错别字的
问题，派友们也展开了讨论，来看
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网友“Leon”：我很在意错别
字，自己要发的内容都会认真看
过一遍再发出去。偶尔发出去后
发现有错字，能撤回的一定撤回，
撤不回的也要再发一条纠正。

网友“肥嘟嘟小米”：有些错

别字明显是输入法造成的，虽然
影响阅读体验，联系上下文也能
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有些错别
字，就错得有些离谱了，比如“优
惠卷、刨妇产……”

网友“吃货”：不能忍错别字，
会失去文化自信。马路上随处可
见的店名，商家利用谐音是越来
越离谱，制造了字词的混乱。

网友“吉成_9XJw”：究其
原因，我认为有这些因素：1. 采

用拼音输入法；2. 知识局限，对
词义模糊而出错：3. 不严肃态
度，受不少广告语借用“谐音”
的影响而故意为之。书写是中
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无论是传
情达意，或是文献记载，规范书
写展示社会进步。

网友“用户3jTp1rND”：网
络小说中错别字多了去了，但也
不影响阅读，只有稍微不舒服
感。但在公文、报纸、电视等中还
是不要出现错别字为好。

网络错别字你能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