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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重庆蚕科院启动以
“ 科 技 兴 蚕 桑 、科 普 惠 你 我 ”为 主
题的科技周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带
着孩子来到这个重庆最大的“蚕桑

王 国 ”，体 验 桑 果 采 摘 乐 趣 ，观 看
家 蚕 生 长 过 程 ，感 受 蚕 桑 文 化 魅
力。

记者 秦廷富 摄

“蚕桑王国”里学科技

本报讯（记者 秦廷富 文/图）
“我很喜欢画画，第一堂课画的小蜗
牛，第二堂课画的小猫咪，参加这个培
训班让我画得越来越好了。”4 月 21
日，在水土街道和润社区微型少年宫，
6岁的任思颖骄傲地告诉记者，之前她
都是在家自学，现在有老师来社区专
门授课，相信自己的绘画技能会得到
不断提升。

“眼睛要画得圆圆的才有精神。”
在水土街道和润社区微型少年宫，来
自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美术教师黄莘
正在给孩子们讲解线描画的基础知
识。这节课正是教大家画小猫咪。

今年 10 岁的王雅馨喜欢跳舞，她
报名参加了龙凤桥街道燎原社区微型
少年宫的舞蹈班。“学习舞蹈不仅可以
锻炼身体，还可以提升气质，对学习生
活也有帮助。”王雅馨告诉记者。

从今年4月开始，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启动“童蒙”特殊关爱计划，在8个社
区微型少年宫建立了 15 个兴趣班，派
遣优秀教师为社区困境儿童、建卡贫
困户、低保户等困难儿童开展为期一
年的免费培训，培训项目包括跆拳道、
绘画、舞蹈、播音主持等内容，全年共
计 28 个课时，可服务 300 名 6 至 10 岁
的青少年儿童。

过去，像任思颖、王雅馨这样的困
难儿童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原因，一
些兴趣爱好得不到专业的培训指导，

“童蒙”特殊关爱计划将给他们提供专
门的培训场地和指导教师。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负责人何小燕表示，“童蒙”
特殊关爱计划就是要把优秀资源送到
孩子们身边，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接受
艺术的熏陶，丰富孩子们的校外生活，
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童蒙”特殊关爱计划启动

全区300名困难儿童享受免费艺术培训

本报讯（记者 李嘉会）近段时
间，参加 2019“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
计划·重庆行”活动的10名外国青年导
演正在紧张的拍摄制作展映影片。在
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来自西班牙加
泰罗尼亚影视学院的玛利亚·安杰斯·
加斯克斯·埃丝普尼正与同伴一起探
寻“时刻·时节·时光”的年度主题。

“我认为金刚碑艺术是摄影、绘
画、舞蹈与雕塑的总和。”玛利亚·安杰
斯去年参加了“看中国·青海行”，导演
的影片《父亲鸟》获得了金目奖三等
奖。今年，她作为回访组成员再次参与

“看中国·重庆行”的拍摄。
安杰斯认为自己正在拍摄的选题

——“走进金刚碑”是一个值得探索的
话题，“第一次抵达金刚碑古镇，我发
现这是一个坐落于山水间，经过岁月
洗礼的小镇。去到那里，我脑子里除了
今年的主题‘时刻·时节·时光’，没有
其他想法。”。她介绍，经了解，发现金
刚碑古镇是一个与艺术有关的地方，

很多艺术家都曾去过那里，于是将自
己的拍摄方向定为金刚碑古镇里的时
间与艺术。

找到拍摄方向后，安杰斯与制片
人梁蕾从金刚碑古镇拍起，内容拓展
到艺术界。她们采访了用30年时间记
录重庆的摄影家戴前锋、画家唐楚孝
和雕塑家张少辉，听取他们对时间与
艺术的理解。

唐楚孝是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讲
师，采访后，他邀请画友、学生齐聚金
刚碑古镇，用画笔定格春日暖阳下的
金刚碑，同时也被安杰斯用镜头“画”
了下来。在古镇旁的嘉陵江畔，安杰斯
还记录了芭蕾舞艺术家月儿起舞的影
像。月儿一袭红裙，以江水为背景，以
大地为舞台，翩然起舞，令安杰斯直呼

“太美了”。
据悉，本次活动的所有作品将于4

月 24 日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进行展
映，优秀作品还将被推送参加国际大
赛和国际展映。

外国青年导演镜头诠释
金刚碑的时间与艺术

本报讯（记者 齐宏）4月19日，朝
阳街道天津路社区联合启辰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西南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
会，开展“春风送爽，凝聚朝阳”精神文
明宜居型社区建设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设置宣
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倡导
社区居民爱护社区，共建文明宜居
社区。活动中，趣味小游戏吸引了众
多居民参与。记者看到，游戏现场设
置了四个分别标有“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厨房垃圾”“其他垃圾”的

垃圾桶，参与者需将标有垃圾名称
的乒乓球正确的放入对应的垃圾桶
内。一名志愿者告诉记者：“通过这
样的小游戏，能帮助社区居民在潜
移默化中养成垃圾分类的意识，提
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促使大家
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养成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

活动中，志愿者还向参与活动
的社区居民随机发放了调查问卷，
了解社区居民对建设精神文明宜居
型社区的意见建议。

朝阳街道天津路社区

志愿者参与共建文明宜居家园

4月21日，静观镇结合文明实践系
列活动，联合区舞蹈家协会高级研修
班，在台农园举办“讴歌新时代·共筑

中国梦”专场文艺演出，用歌舞献礼伟
大祖国70华诞。

记者 邓公平 摄

歌舞献礼祖国70华诞

本报讯（记者 霍吕）4 月 20 日，
柳荫镇与四川美术学院联合开展“乡
村美育·艺术研学国际工坊”活动，来
自我市童心小学、中华小学等学校的
近 100 名学生走进东升村，共同探寻
大自然的奥秘。据悉，这是首批走进
该村的研学旅行团。

活动中，主办方设置了捕风捉影、
花木奇谭、大地之眼、水到渠成4个“魔
法班”，同学们扮演成“魔法师”，在10
余名“魔法导师”的指导下，通过体验

“魔法课程”拓展视野、丰富知识。
记者跟随捕风捉影“魔法班”前

往该村一处老旧民舍群进行体验。在
导师的引导下，同学们认真观察这些
老旧建筑，针对城市建筑与乡村建筑
的区别踊跃发言，并动手采集建筑肌

理，拿到显微镜下进行仔细观察，近
距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童
心小学五年级学生易雪说，参加此次
研学旅行活动，不仅让自己在紧张的
学习之余得到了放松，在动手做、做
中学的过程中，也培养了自己主动探
究、主动学习以及应用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

近年来，柳荫镇不断深化校地合
作，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助推美丽
乡村建设。柳荫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该镇还将进一步加强与四川
美术学院等高校的校地合作，依托美
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民宿资源，吸
引更多游客进镇观光旅游，促进村民
增收致富，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柳荫东升村迎来首批研学旅行“小学员”

本报讯（记者 秦廷富 通讯
员 韩笑）4 月 18 日，西南大学第
113 周年校庆纪念暨第二届“校园开
放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该校校
庆纪念园举行，西大考生及考生家

长、在校师生代表、校友代表以及社
会各界人士共同为西南大学 113 岁
生日送上祝福。

西南大学副校长靳玉乐介绍，
此次活动旨在展示西南大学在办学
条件、学科特色、师资力量、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弘扬西南大
学“含弘光大，继往开来”之校训，

“特立西南，学行天下”之大学精神，
晒出西南大学这所百年学府传统悠
久的历史文化和风光旖旎的校园景
色。

“这是东方时空的子午线，这是
西南大学人身上的历史文化血管
……”启动仪式上，西大学子代表诵
读《西南大学精神礼赞》情景诗词，
表达爱校荣校的热烈情感，并集体
宣读《西南大学学子誓词》：“誓不负
祖国人民，不负学校培育，不负亲人
师恩！”“我愿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奋斗终生！”表达对校园、对祖国
深沉的爱。据悉，这也是西南大学

“学子誓词”的首发式。
西 南 大 学 党 委 副 书 记 潘 洵 表

示，西南大学正坚定不移地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着力提升办学质量和
办学品位，坚持“立足西部、服务全
国、走向世界”，以更加深厚的西大
底蕴、更加鲜明的西大特色、更加自
信的西大气派，在接续奋斗中不断
进取，在改革创新中实现超越。

在 4 月 18 日至 20 日的活动时间
内，西南大学举行了校园沙龙、校友
讲坛、基础教育校长论坛、招生咨询
会、魅力西大游以及社团嘉年华等
系列活动。

西南大学举办113周年校庆纪念暨
第二届“校园开放日”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秦廷富）日前，
西南大学图书馆引进三台智能机
器人，它们不仅能实现前台接待、
问路引领、场馆介绍等功能，还能
依靠强大的数据库实现图书检索、
智能导览、智能互动、知识库问答
等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其数据资
源涵盖 15000 余种期刊，大量学位
论文、会议文献、专利和科研成果

以及其他数据资源，所有资源按周
或按月进行更新。

“机器人具有语音识别和触屏
功能，使用起来十分便捷、易于操

作，在图书馆前台就能了解到书籍
的分布，并查询到楼层线路，对于
搜索论文、各种文献，甚至是法律
法规都很方便，这样不仅可以节省

时间，也能确保我们收集到的资料
更准确，更匹配我们的要求。”来自
西大新闻传媒学院的小彭告诉记
者。

西大图书馆智能机器人“上岗”

“4·23”世界读书日前夕，在
西南大学图书馆里，同学们畅
游书海，静享悦读。

记者 秦廷富 摄

畅游书海
静享悦读

本报讯（记者 秦廷富 通讯
员 龚小芳）“我仍日以继夜在赶
写 动 物 志 ，整 天 和 天 牛 标 本 打 交
道，十分枯燥乏味，完工之日，好大
大放松一下，以恢复体力……”这
是八十岁高龄的著名昆虫学家蒋
书楠老先生于 1994 年 11 月 22 日写
给好友的一封信件。4 月 19 日，这
封信件在 25 年后重新问世，出现在
西 南 大 学 举 办 的“ 筚 路 蓝 缕 启 桃
李，鱼雁有信到西南”——西南大
学书信记忆展中。

本次展览包括展板展示和实物
展示。展板部分分为：清代记忆、民
国往事、名人轶事、学生时代四个部
分。实物部分共展出展品 160 件，包
含书信、老照片、校徽、纪念章、聘
书、学生证、饭票等。该展览汇集了
黄若瑛、苏葆桢、蒋书楠等名家的书
信，让观众可以从历史的碎片中，看
到西南大学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优良
传统。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大学前身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刊、四川省立
教育学院教务规程等西大图书馆馆

藏展品均为首次展出。
“在这里看到先生的信，我感触

很深，先生信中提到的‘动物志’是
我和他一起编写的。先生直到 90 岁
高龄都在一遍一遍的修改书稿，其
治学之严谨深深地影响着我，也希
望在这里能感染更多的学者。”昆虫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昆虫
标本馆馆长陈力在看到自己老师蒋
书楠先生的书信后感慨万千。

书 信 作 为人类古老的沟通方
式，凝聚着上下几千年来的智慧与

温情。在通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
更多依赖电话、网络进行沟通，传统
书信似乎已经被大家遗忘。启动仪
式现场，众多学子现场书写家书，重
温字里行间的真诚与温暖。“在电子
信息时代，这样的活动可以唤起我
们对家书文化的重视，提高我们的
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让大家在快
节奏的生活中感受到文字的温度与
美好。”参加活动的同学告诉记者。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4 月
28 日。

160份书信勾起西大记忆

本报讯（记者 秦廷富）学前教育
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4 月 20 日，一场针对
学前教育的公益讲座在我区举行，来
自全区30余所幼儿园的教师和家长代
表聆听了讲座。

本次公益讲座以“携手共进，助推
学前教育优质发展”为主题，邀请西
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
会家庭与社会专委会副主任王冬兰，
区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黄吉元作专

题报告。
王冬兰以《聚焦家庭、科学指导》

为题，将案例分析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进行讲解。她指出，幼儿的发展离不开
家庭和幼儿园的共同努力，幼儿园教
师要善于了解家长的需求和心声，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时要强调多向互动，
注重家长的切身体验，深层次地转变
家长的教育观念，帮助家长成为教育
自己孩子的“专家”。

黄吉元则以《读书与教师的生命

成长》为题，着重强调幼儿教师自身的
素质提升。他用“道”“术”两个关键字，
强调教师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教育改
革的方向，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提高
自己的学习能力，不断更新自己的教
育观念、知识结构，掌握科学的教育方
法，提高教学效率，以适应现代教育的
需要。

“今天的讲座让我了解到教师学
习的重要性，因为孩子是在不断学习
成长的，作为教师更应该不断学习，强

化自己的专业能力。”畔溪书画幼儿园
教师敖凤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
一步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以专业能
力帮助孩子们健康茁壮地成长。

“助推学前教育的优质发展主要
面向两个群体，即教师和家长。”北
碚区奔月幼教总园长魏琳表示，作为
教师，要在终身学习中获取更多的幼
教知识，作为家长，要通过各种方式
提高自己，掌握更多的科学育儿新知
识。

学前教育如何优质发展

知名专家为家长和幼师作公益讲座

龙凤桥街道燎原社区微型少年宫，舞蹈教师朱灿指导孩子们练习舞蹈基本功。

西大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