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回望

“云大系”学子的校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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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历史文化讲述者、昆明方

言脱口秀“大嘴款昆明”的创作者

和表演者岳立认为，以前很多大学

是开放的，后来因为特殊时期对人

员流动有所限制，采取了一些管控

方式，而特殊时期的管控不应成为

常态。

对于校园管理与开放的平衡，

他认为大学需要安静的学习环境，

但强调“大学面积大，完全可以划分

公共区域供参观”。他赞赏云南大

学的预约模式：“家长带孩子参观名

校，能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向往，这是

很好的教育引导。”针对部分学校实

行的审批制，岳立直言不解：“除了

涉密院校，普通高校没必要搞审批，

反而会增加管理负担。”

在他看来，大学作为“教化之

地”，应延续像文庙那样的开放传

统。“武大樱花、云大银杏大道本身就

是景点，让公众欣赏的同时，也是在

展示学校的形象和态度。”他不认同

过度管控：“不能把学生和学校当成

‘巨婴’保护，大学怕出事的心态可以

理解，但云大、清华北大等校能做到开

放管理，其他学校该借鉴这种理念。”

“大学开放是社会文化标杆的

体现。”岳立总结，“管理要科学便

利，少增负担，用好扫码预约等科技

手段，才能让开放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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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校开放程度系列调查之三

关于高校开放 他们有话想说
大学校园是否应向公众开放？近年来，这个话题屡屡引发热议。有人希望带孩子走进大学感受学术氛

围，有人渴望重返母校重温青春记忆，有人觉得高校里的资源应该共享，也有人担忧校园安全与管理压力。
公众期待开放的便利，高校则需平衡校园秩序与社会责任。本报推出“云南高校开放程度系列调查”，本期围
绕高校开放话题，采访了高校校友、师生、市民及社会学者等，倾听他们的心声与建议。

今年26岁的吕雯对云南大学东陆校

区怀有深厚情感，这片校园承载了她从少

年到青年的珍贵回忆。初中时，她就读于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那时的东陆校区对她

来说如同一座开放的乐园。从西门出去

有个报刊亭，那里成了她和同学的“秘密

基地”。琳琅满目的漫画书、趣味盎然的

科普杂志，还有和蔼的报刊亭老奶奶，陪

伴她度过了充实的初中时光。每翻阅一

本书，都像是一场奇妙的冒险。

云南大学食堂也向附中学生开放。

午餐时间只有一小时，学习生活忙碌而

紧张，吕雯常和朋友在食堂打好饭后到

报刊亭边吃边聊。“我最忘不了的是食堂

的炒臭豆腐和3元的米线，那味道再也没

尝到过。”她回忆道，“东陆校区在我的记

忆里仿佛永远是盛夏，食堂二楼的玫瑰

冰豆浆最解暑。还有小火锅，上菜慢，锅

上来时只来得及吃几口就得赶回学校，

每次都被烫得不行，但就是馋那一口。”

漫画书和午休的片刻闲暇，如夏日冰凉

的汽水，成了她忙碌生活中的一抹清凉。

前不久，已工作的吕雯再次踏入东

陆校区。熟悉的一草一木依旧散发着

亲切的气息，但来往的游客让曾经静谧

的角落变得喧嚣。她心中泛起淡淡忧

伤：自由穿梭校园的日子已成过往。尽

管岁月改变了校园的氛围，但那段与东

陆校区相伴的青春，依然是她心底最温

暖的记忆。

7月13日，在玉溪师范学院，沿着

蜿蜒的山路拾级而上，校园内移步换

景，绿意盎然。在一片开阔的绿地旁，

记者遇到了正在石桌边享受家庭时光

的李老师及其家人。作为在此工作生

活了12年的“老玉师人”，李老师亲历了

校园管理政策的变迁：从最初的完全开

放，到前几年的严格封闭，再到如今科

学审慎的“有条件开放”。

谈及校园开放的意义，李老师深有

感触地说，大学校园对社会开放，能让

市民更直观地了解高校环境，浸润于独

特的人文氛围之中。在教学期间，学校

的传习馆、美术展览也常常吸引市民前

来参观，运动场馆等设施也为大家提供

了便利。

大学校园对市民开放利弊如何？

大三学生杨艳芳从切身便利角度表达

了支持，她说：“开放校园，能让市民共

享优质设施资源。”

她的同学许阳洋说：“我们校园常

接待前来研学的初高中生，他们能提前

感受大学氛围，非常有意义。若完全无

条件开放，学生的安全难以保障。学校

目前采用刷身份证进入的方式，我认为

是较为稳妥的方法。”

家住附近的市民李女士，则从日常

体验提出了她的看法：“我习惯下午到

学校周边散步，随身携带身份证确实不

便，因此未能入内。”尽管如此，她对此

规定表示充分理解。“学生的安全始终

是第一位的，这个道理我认同。”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毕业生余同学常

通过抖音和公众号关注母校动态，看到

校园环境不断改善，既为学弟学妹高兴，

也渴望回校重温青春。“如果能为毕业生

开通便捷的入校方式就好了。”大理大学

毕业生董同学也表示，学校可通过学生

证、毕业证等证件为校友开辟通道，让承

载青春记忆的校园不再遥不可及。

高校作为城市文化地标，也被期待

适度向社会开放。董同学认为，大学是

了解城市文化的窗口，希望高校理解市

民和游客的参观需求。当前依赖公众号

预约的入校方式对不熟悉操作的人不够

友好，校门口登记入校则更灵活，能减少

提前预约的限制。在其看来，“大学应属

于社会”，高校应在合理管理下，以更开

放的姿态共享资源，既守护教学科研的

宁静，也传递包容与活力。

一位云南财经大学在校学生说：“今

年樱花季，许多年长校友结伴回校，讨论

校园变化，在樱花树下拍照。”对校友而

言，重返校园不仅是重温青春，更是情感

的维系。高校若能在保障安全和隐私的

前提下，为毕业生和公众保留一条温暖

的通道，将让管理更具人情味。

校友声音

希望更加便捷灵活

学生视角 期待精细化管理 学者观点

科学管理彰显责任“外来访客挺多的，遇到问路的我

都会帮忙！”云南财经大学大二学生陈

同学介绍，校园里时常有游客参观，或

到篮球场、乒乓球馆运动，附近中小学

活动队伍和打球的中老年人是常客。

学校篮球场因设施优良深受周边居民

喜爱。

对于开放管理，学生们有自己的思

考。许多同学认为，大门门禁不必过于

严格，比如外卖进不来就挺麻烦的。他

们建议将安全管理重点放在宿舍楼、教

学楼等核心区域，在保障教学秩序和学

生安全的前提下，灵活共享校园资源。

“适度开放挺好，既方便校外人士，

也不会太影响我们的生活。”王同学的看

法颇具代表性。他表示，学校通过扫码

登记管控访客，既守住安全底线，也展现

包容态度，这种管理模式值得肯定。

采访中，不少学生支持“有条件、有

限度”的开放模式。云南工商学院学生

刘曼莉建议周末开放体育设施、寒暑假

开放部分区域，既维护教学秩序，又履

行社会责任。她说，开放需配合科学的

预约制度和行为规范，配合电子围栏、

人脸识别闸机等智慧安防系统，确保精

细化管理和安全保障。“校园是知识共

同体，有温度地向社会开放，是教育精

神的延伸。”但她也担忧管理不到位可

能带来的问题，如图书馆资源被占用、

食堂拥挤等。如何在暑期人流高峰优

化管理，兼顾师生与社会需求，仍是关

注焦点。她认为，开放与校园功能的平

衡需通过精细化政策解决，例如杭州某

高校的“电子围栏+分时开放”模式。

教师看法 应平衡开放与管理

高校开放需平衡好校园秩序与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