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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参观更为便利

近期，不少博物馆宣布延时开放，进
入“超长待机”模式。

陈先生一家三口利用孩子暑假到北
京旅游，提前一周就预约了中国国家博
物馆的参观门票。“我们约到的是下午
票，赶上国博延时闭馆，时间上更充裕
了。孩子能多看看‘课本上的文物’，别
提有多开心了。”陈先生说。

根据国博近期发布的公告，今年7月
11日至8月31日，每周二至周日延时闭
馆，开放时间为 9：00 至 17：30。陕西历
史博物馆、湖南博物院等场馆暑期也推
出了延时参观服务。

也有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全
面开放。北京地区的北京天文馆、孔庙
和国子监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等则将闭馆日期由周一调整为周二，“错
峰闭馆”分散客流量，缓解参观压力。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不仅没有周
一闭馆的限制，7月、8月每日开馆时间还
调整为8：30至20：00，延时票在参观日
当天17：00放出。博物馆副馆长董静表
示，白天的门票确实“预约火爆”，很多没
有约上的观众买到夜间票，参观到晚上8
时，时间也充足。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大多数热门
博物馆仍保留预约进馆政策，不少中小博
物馆则根据实际情况取消预约要求，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热门场馆的客流压力。

配合开放服务的相关举措也及时跟
上。“进入暑期，故宫博物院日均接处医

疗救助数十起，涉及中暑、外伤等。”故宫
博物院行政处副处长徐勇介绍，院内开
放区域几十个点位都配有急救包，内含
创可贴、藿香正气水等常规应急药品，如
遇观众有相关需求，工作人员将及时提
供相应帮助。

展览出新、体验上新、功能更新

为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博物馆？
一个个“重量级”展览在暑期推出，

展示国家宝藏、世界宝藏。
从尼罗河畔到黄浦江畔，中埃联合

考古队在萨卡拉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
直接从考古遗址运到上海博物馆“金字
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展出。伴随展
览，上海博物馆还定期推出共10场博物
馆奇“喵”夜活动，邀请观众携宠物猫一
同观展，全数门票一小时就售罄。

“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
展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该展自
开放以来，仅工作日客流就高达1.6万人
次。“展览开幕第一天我就去看了，作为
一名成都人，看到这个展览，真的很自
豪！”在北京上大学的成都人小江兴奋地
说，假期回到家乡，她又前往成都金沙遗

址博物馆再次参观，加深印象。
一项项新体验吸引观众参与、互动，

使人们收获具体而立体的认知。
“我们在充分挖掘金沙文化的基础

上，结合展览内容设计了‘我在金沙修文
物’‘我在金沙学考古’等一系列特色活
动，学生们的体验感非常好。”成都金沙
遗址博物馆宣传交流部的工作人员介
绍，在博物馆，观众们可以直接走进考古
现场，亲眼见到距今3000多年的文化遗
存，让古蜀文明与人们产生更紧密的联
结。

博物馆，正日益成为集展览、教育、
公共服务等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满足
分众化的参观需求。

位于江苏苏州的吴文化博物馆2020
年6月建成开馆，已成为小有名气的“宝
藏博物馆”。吴文化博物馆事业发展部
主任李爽介绍，博物馆会围绕展览举办
主题讲座，还不定期举办古典音乐会、观
摩舞蹈、看戏剧社排戏等活动，“在这里，
你不仅可以感受到历史的精彩，更可以
参与表达这份精彩”。

仍需进一步平衡供需

面对暑期观众的热情，大部分博物
馆已有预案。但也有观众和业内人士反
映，近年“文博热”的步子迈得大，文博资
源与观众需求之间仍存不平衡。

有业内人士表示，博物馆通常利用
闭馆时间，对展出文物进行健康检测与
修复、展厅设备保养与改造等一系列工
作，闭馆时间减少会对这些工作造成影
响。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
教授熊海峰表示，调整开放服务要视馆
藏文物和工作人员的承载能力合理选
择，不能盲目跟风。

不少观众反映，“博物馆热”带来更多
参观讲解需求，而电商平台、社交媒体上
售卖推荐的非官方讲解鱼龙混杂，价格从
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而且提供服务的
第三方机构可能随意更改讲解团人数、
服务时长，讲解的专业性也难以保证。

一些博物馆针对非官方讲解已作出
规范，引导其遵守讲解秩序。还有博物
馆增加了官方讲解场次，尽可能服务更
多观众。

例如，安徽博物院作为率先全面取
消预约的省级博物馆，每日免费讲解由4
批次增至6批次，并新上线一批语音导览
器；广东省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在不
同展厅每小时都有讲解，收获众多好评。

“博物馆是一个城市和地区的文化
灯塔。服务趋势应以公众需求为导向。”
熊海峰建议，“工作重心逐步从‘物’（藏
品）转向‘人’（观众），推动智能化管理和
可持续化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博物馆暑期服务，如何“出新”更“走心”？
□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邱冰清 康锦谦

看点一：进一步放开放宽参
保户籍限制

意见提出，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
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超
大城市要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
就业形态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医保的
户籍限制；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居
民医保。

“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取消了参保的
户籍限制，群众持居住证或者满足一定
年限以后就可以在常住地参保。”国家医
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取消参保户籍
限制，将进一步助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
成效。

此外，在现行政策下，灵活就业人员
可以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参加居民医
保。

看点二：扩大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共济范围

意见明确，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用于支付参保人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
的个人缴费及已参保的近亲属在定点医
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自付医药费
用。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此外，共济地域进一步扩大。”黄华

波说，力争今年年底前共济范围扩大到
省内的跨统筹地区使用，明年加快推进
跨省共济。

看点三：居民医保连续参保
人员提高大病保险封顶线

根据意见，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
年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1年，每
年可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不低于
1000元。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司长樊卫东
介绍，如果中断参保，前期连续参保积累
的年限自动清零，再参保时，年限需要重
新计算。前期积累的奖励额度继续保
留。

在完善待遇政策方面，意见明确，有
条件的地区可将居民医保年度新增筹资
的一定比例用于加强门诊保障。

“自从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建立以
来，财政补助一直占城乡居民医保基金
收入60％以上。”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负
责人郭阳介绍，2024年城乡居民医保财
政补助标准再增加30元，达到每人每年
670元。

看点四：基金零报销有激励

意见提出，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
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可提高大病保险
最高支付限额。居民发生大病报销并使
用奖励额度后，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
额度清零。

根据意见，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销
激励，原则上每次提高限额均不低于
1000元，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所在统筹
地区大病保险原封顶线的20％。

樊卫东举例说：“如果一个地区的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是 40 万
元，那么激励机制‘奖励’后可以提高8万
元，即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累计是48
万元。”

看点五：设置固定和变动待
遇等待期

意见提出，自 2025 年起，除新生儿
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
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
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

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原则上在固
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
期1个月。

此外，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
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1年可减少1个
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
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
等待期之和原则上不少于6个月。

“在等待期里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
将不予报销。”樊卫东说，为维护个人医
保权益，建议大家按时参保缴费。

看点六：提供便捷化参保缴
费等服务

意见提出，推动落实出生医学证明、
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会保障卡申领等

“出生一件事”集成化办理，简化手续，优
化流程，促进监护人为新生儿在出生当
年参保。

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费司司长郑
文敏表示，将在实现医保申报、缴费等基
本事项全面线上办理的基础上，把银行
扣款协议签订、个人缴费信息查询等关
联事项纳入“网上办”“线上办”。

为更加方便参保人员就近享受医疗
服务，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
合发文提出，2024年年底前，符合条件的
村卫生室都将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实现
医保服务“村村通”，方便群众就近就
医。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设置激励机制 放宽户籍限制——

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六大看点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田晓航

国务院办公厅1日公布《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
导意见》。意见部署了哪些参保新举措？将从哪些方面保护参保人权
益？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回应关切。

延长开放时间、取消预约要求、取消“周一闭馆”……今年暑期，全国各地博物
馆纷纷推出新的开放政策，适应旺盛的参观需求。与此同时，一些博物馆还在互动
观展、教育活动上下功夫，为观众提供更好体验。

国家文物局7月初发布通知，要求做好2024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更大限
度满足公众参观需求，通过多种方式提高观众参观博物馆便利化水平。暑期近半，博
物馆服务“上新”，观众感受如何？如何让参观博物馆的便利性更贴合需求、更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