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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预约，即到即进
早在6月7日，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便率先行动，宣布除拙政园、狮子林、虎
丘等7个重点景区和苏州博物馆本馆之外，
苏州市其他A级景区、文化场馆，一律取消
实名预约。

步入7月，连云港、淮安、南京、徐州、盐
城等地也相继发布公告，取消预约要求。

7月1日起，连云港市所有A级旅游景
区和公共文博场馆全面取消实名预约。

7月 3日起，除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
故居、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外，淮安市A
级旅游景区全面取消实名预约要求。

7月 3日起，除中山陵园风景区、南京
博物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总统府
景区）、牛首山文化旅游区、红山森林动物
园等热门旅游景区以及夫子庙景区特殊时
段外，南京市不再统一要求等级旅游景区
执行实名预约。

7月4日起，除徐州博物馆、徐州乐园、
徐州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徐州九顶山野
生动物园、徐州方特欢乐世界等热点旅游
景区外，徐州市不再统一要求等级旅游景
区执行实名预约。

7月8日起，盐城市取消全市A级旅游
景区预约入园要求。

7月 12日起，南京市博物总馆所属各
馆取消参观实名制预约，涵盖南京市博物

馆（朝天宫）、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瞻园）、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南京
市民俗博物馆（甘熙宅第）、渡江胜利纪念
馆、江宁织造博物馆、六朝博物馆。市民、
游客可通过“博物南京”官方微信公众号线
上购票通道，提前购买门票或领取免费参
观票，凭生成的二维码现场扫码入馆。

延时服务，乐享夏夜
在炎炎夏日，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参

观需求，南京博物院、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等众多场馆，特别推出了延时开放服务，
为游客们打造了一个又一个“超长待机”的
文化盛宴。

7月9日至8月31日期间，南京博物院
与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都在每周二至
周日延时开放，开放时间为 9:00—18:00

（17:00后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
6月 21日至 8月 20日，南京牛首山开

闭园时间延时为8:30—19:30。
7月2日至8月31日，苏州博物馆本馆

（不含忠王府区域）和苏州博物馆西馆延长
开放时间至20:00（19:00停止入馆）。7月
13日至8月31日，虎丘景区将延时开放至
21:00（20:00 停止入园，延时开放期间仅
从景区南门入园）。

宿迁市博物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
开放时间延长至21:00（20:30停止入场），
开放区域为一楼主展厅和二楼临时展厅。

7月 12日至 8月 31日，镇江博物馆每
周五、周六延时开放，开放区域为6号楼展
厅，开放时间为 9:00—20:00（19:00 停止
入场）。

7月 13日至 8月 31日，扬州博物馆每
周二至周日延时开放，开放时间为9:00—
18:00（17:00后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周二至周日
9:00—17:30开放（16:30停止入馆），周一
闭馆。

大报恩寺，周一至周日8:30—19:30开
放（19:00停止入场）。

江宁织造博物馆，周二至周日9:00—
17:30开放（17:00停止入园），周一闭馆。

六朝博物馆，周二至周日9:00—17:30
开放（17:00停止入场），周一闭馆。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瞻园），周二至
周日日场8:30—17:30开放（17:00停止入
场），夜场 17:00—21:00（20:30 停止入
园），周一闭馆。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甘熙宅第），周二
至周日 9:00—17:30 开放（17:00 停止入
场），周一闭馆。

中国科举博物馆，周二至周日9:00—
21:00开放，周一闭馆。至2024年 7月 31
日，开设高考生“金榜题名”专属通道，2024
年全国高考生可凭高考准考证和本人身份
证免费进馆参观。

“即到即进”“超长待机”模式已开启，
这个暑假来江苏city吧！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江苏多地景区、
文博场馆纷纷加入“取消预约”行列，并相
继发布延时开放公告，最大限度满足游客
参观需求，让暑期游玩不扎堆。现代快报
记者盘点了江苏 13个市的最新动态，快
来看看有你想去的城市吗？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胡玉梅 任雨风 高达

“即到即进”模式开启

江苏多地景区、文博场馆取消预约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宁工萱 记者 李
楠）近日，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来凤街社
区居委会楼上响起一阵欢快的音乐声，双
塘街道“弟子规”学堂“绚彩门西”爱心暑托
班暨来凤街社区“凤鸣朝阳”爱心暑托班正
式开班。“这是来凤街社区连续第三年开办
暑期托管班。”来凤街社区副主任郭静介
绍，今年共招收了辖区内26个孩子，其中还
包括了6个居住在本社区或在本辖区内工
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子女。

据介绍，为帮助职工解决年幼子女照
护困难，南京市总工会发动各直属工会、街

镇、园区工会和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举办暑
期爱心托管班，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及其女
职工委员会作用，用实际行动解决职工的
后顾之忧。

高淳区砖墙镇总工会的暑托班也是第三
年开办，今年除服务双职工子女外，特别向防
汛一线工作人员和新业态新就业劳动者的子
女倾斜。高淳区固城街道总工会的“温暖心
灵小屋”公益暑期托管班在招生时优先惠及
一线及困难职工家庭，聚焦重点人群。

江宁区总工会和区级机关工委举办的
“惠小宝”暑期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在一问

一答间，帮助孩子们牢记各类安全教育知
识，还通过组织开展消防疏散应急演练活
动，加深了孩子们的认识。六合区竹镇镇
暑期托管班则以交通安全教育开班，老师
以案说法、以理释法，结合假期多发的安全
事故案例，引导同学们树立法治意识，做文
明守法的新时代学子。

“引导和帮助辖区少年儿童度过一个
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同时减轻双职
工家庭的照护压力，是我们发动各级工会
组织主办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初衷。”南京市
总工会女职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南京开设暑托班，帮打工人带娃

脂评本、程甲本、程乙本……你读的
《红楼梦》是哪一版？哪个版本更接近原
著？《红楼梦》版本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文
化密码”？从春节到暑假，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打造的“幻游红楼梦”大运河文化数字光
影艺术展在南京河西金鹰世界，持续陪伴

“红迷”。展览近日“上新”：以“风气红楼 流
传天下”为主题的《红楼梦》版本展全新亮
相，溯源这部传世名著的版本。

作为本次版本展的学术指导，南京大
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介绍，《红楼梦》刊刻
得比较晚，直到乾隆晚年才开始有了活字
印刷的版本，也就是程伟元、高鹗整理的

“程甲本”“程乙本”等。在乾隆五十六年
（1791）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红楼梦》只
以抄本形式流传，仅限于在作者的朋友圈
里传抄、评点。这样的早期抄本，今存十一

种十四部，又称为“脂评本”“脂砚斋评本”。
“早期的抄本是非常珍贵的。这些抄

本很多都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一般是写
一稿抄一次，改一稿再抄一次。同时，脂砚
斋等人不停地加以评点。”苗怀明介绍，这
些抄本距离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比较近。特
别是三个版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它
们在曹雪芹生前就已经存在。甚至可以
说，曹雪芹本人也看到过。遗憾的是，这些
版本都不全。虽然残缺不全，但这些抄本
依然非常有价值，是研究《红楼梦》最重要
的版本，它们保留了作者早期创作、修改
《红楼梦》的一些痕迹。脂砚斋的批语，则
是对正文内容的补充，相当于“弹幕”，甚至

“剧透”。
目前的《红楼梦》通行本当中，红学大

家冯其庸主持校订的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版是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大的，40多年间
几经修订，至今仍是畅销书。这一版《红楼
梦》所选用的底本，正是《脂砚斋重评石头
记（庚辰本）》。庚辰本现藏在北京大学图
书馆，是年代较早且保存较全的“脂评本”：
它是乾隆二十五年抄本，诞生于曹雪芹去
世前，较为接近原作原貌。《红楼梦》前80
回，庚辰本有78回，是早期抄本中比较全
的。而比它更早的甲戌本、己卯本，前者仅
存16回，后者仅存41回又两个半回。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静妍

读“红楼”为什么得认准脂评本

今天起苏州虎丘景区晚间延时开放
虎丘景区供图

现代快报讯（记者 刘伟娟）百年老站又
有新动向啦。7月12日，现代快报记者从
全国招标采购信息平台获悉，《南京西站地
区铁路机辆设施搬迁工程第一批建管甲供
物资（机辆非标工艺设备）》进行二次招
标。这也意味着，陪伴南京人119年的南
京西站真的要搬迁了。

招标公告显示，南京西站地区铁路机
辆设施搬迁工程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南京西
站地区，咽喉区改造总铺轨15.7公里，建设
客机折返段、客车技术整备所。项目投资
估算12.04亿元 (全部为静态投资)，根据南
京市人民政府与上海局集团公司签订的
《南京西站地区铁路迁建框架协议》，全部
投资由南京市人民政府承担。项目工期
720天，计划开工日期2022年1月，计划竣
工日期2023年12月。因实施性施组调整，
尚未竣工。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南京西站始建
于1905年，时称江宁车站，是南京第一座
火车站。作为南京最早的客运火车站，南
京西站的每一块石板、每一寸墙壁，都沉淀
着浓浓的历史印记。

1927年，江宁车站改称南京下关车站，
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南京下
关车站扩建，面积达1.87万平方米，可容纳
4000余名旅客，规模为全国之首，站名改
为“南京车站”；1949年，车站设施进行了
修复和改造，命名为南京站，并成为全国铁
路的重要枢纽；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
成后，新南京站在新址落成，原南京站更名
为南京西站。2012年3月25日，从南京西
站发出最后一班通往厦门的绿皮火车，至
此，南京西站正式停止办理客运业务。这
座运营百年的历史老站，这一刻完成它最
后的使命。

由于南京西站地区处于城市中心带，
中心区因被铁路分割而难以发展，对交通
不利，对城市环境也有一定的污染。为了
适应城市的总体发展需要，减少对城市环
境和道路交通的压力，提升南京市滨江地
区的整体形象和地貌，南京西站部分铁路
设施要搬迁。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为了不影响铁
路的运营，南京西站地区搬迁会遵循“先建
后搬”的原则。根据此前规划，考虑到南京
西站地区拥有一批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建
筑，其中大多出自建筑大师杨廷宝之手，将
保留站房、站厅等民国建筑和部分铁轨，并
将其改建成铁路博物馆。

南京西站搬迁
迎来新进展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苏宁）才聚而业
兴，力达而功成。7月11日，由南京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2024南京海外
人才推介会成功举办，来自全球各地的海
内外人才代表、高校科研机构代表、投资机
构代表齐聚苏州共同探讨引才大计。活动
通过政策宣讲、路演交流等方式，展示南京
创新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向四海英才发
出来宁邀约。

2021年以来，南京每年有超7300名留
学人员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增速和
增量均居全省首位。截至目前，全市留学
人才总量已达6.96万人。此次活动邀请20
个海外人才创业项目进行现场路演，众多
路演项目获得了投资机构和南京市、区（园
区）的热烈好评。

据悉，2025年度“赢在南京”海外人才
创业大赛已正式开启，预计年底举办国内
分赛。大赛已成功举办十三届，活动主办
方表示，真诚希望本次活动能让海外学子
们深切感受到南京对广大创业人才的期待
和支持，邀约海外人才通过“赢在南京”海
外人才大赛来到南京，留在南京。

南京海外人才推介会
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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