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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去年10月开工的重庆开埠遗址公
园，总投资约4.96亿元，建设内容包括重庆开
埠历史陈列馆、文物和历史建筑及老旧建筑
修复活化利用，项目将于今年底试运营。

“里子”方面，主要包括新金融、大文旅、
新经济等。就新金融而言，由市区两级共建
的长嘉汇金融中心，总面积约 16.2 平方公
里。其中，长嘉汇核心区包括弹子石、洋人
街、龙门浩、铜元局等6大板块，将打造集各类
新金融牌照机构、类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等
法人机构，风险投资或私募股权投资、供应链
金融、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业务总部或专营分
支机构，以及数据结算中心、中介机构为一体
的外资金融机构风貌展示区。目前，多个项
目已经进入启动阶段。

就大文旅和新经济而言，除了前面提到
的新兴消费业态之外，去年末南岸区还举行
了第二十三届游交会暨首届中国西部游戏交
易大会。这也是首次在我市举办的游戏电竞
行业大会。而位于南滨路的全市首个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目前已经聚集包括国瑞
集团、默林集团、重庆出版集团、阿里体育、京
东直播基地、网易集团、重庆旅投集团等在内
超1300家文化企业。目前，该园区文化及相
关企业年营收超150亿元。

怎样进一步充实“里子”？南滨路建设发
展中心负责人表示，该区将在长嘉汇片区重
点集聚和发展国潮文化、创意视觉、文博文
创、时尚休闲等四大新兴业态，以孵化新兴文
化业态为核心，构建“文化弘扬+产业孵化+消
费体验”的复合式功能空间，推进优质企业与
新兴业态集聚，打造在西部乃至全国具有重
要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新型文创孵化基地。

又见冬装

课后延时服务：重庆破解“三点半难题”
■内容有作业辅导也有阅读、合唱等兴趣课 ■已有30个区县开展，惠及145万名中小学生

◀3月3日课后延时服务
时间，两江新区天宫殿学校学
生在踢足球。

▼天宫殿学校学生正在
参加社团活动。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3月21日，解放碑步行街，不少行走在街头
的市民重新穿上了冬衣。

受冷空气影响，周末这两天重庆中心城区
迎来降雨天气，气温骤降，仿佛又回到了冬
天。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小学生下午3点半左右放学，而多数学生
家长在5点才下班，其间的“空当”，孩子去哪
里，谁来管?

在教育部前不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基
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各地要推动落实义
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切实解决这一“三
点半难题”。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也就
此提出意见建议。

重庆是如何解决“三点半难题”的？效果如
何，面临哪些困难？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
进行了调查。

数字
1408所中小学开展服务，惠及

145万名学生

“‘率’，‘率领’，‘率土之滨’……”3月3日
下午5点20分，两江新区天宫殿学校四年级4
班教室里，7名学生正跟着语文老师李瑛大声地
朗读生字。

“这是我们班课后延时服务的第三节课，这
7名学生参加了第三节课后服务，在学校待到6
点，直到家长接他们回家。”李瑛说。

“有了课后延时服务，孩子可以在学校老
师辅导下做作业，还参加了阅读社团，和同学
一起分享读书的乐趣。我没有能力辅导作业，
学校的课后延时服务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
该校校门口，两位家长这样对记者说道。

市教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渝北、江北、南岸、
九龙坡等30个区县已先后在中小学开展了课
后延时服务，参与学校共计1408所，惠及145.6
万名学生。

亮点
多元服务：既有作业辅导，也有

特色兴趣课程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我市不少中小学不满
足于“有”，还因地制宜，推出了各具特色的课后
延时服务，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3月4日课后延时服务时间，江北区滨江小
学五年级1班的学生们在老师指导下，参加读
书活动。

校长吴明地告诉记者，学校有880余名学
生，流动人口子女占90%左右。学校针对实际
情况，分年级、分时段开展以作业辅导为主、兴

趣特长课程为辅的课后服务，对学生及时进行
作业辅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消化和巩固课内知
识，并在他们完成作业之余，组织参加读书、合
唱、排笛、趣味英语等活动，开阔学生的视野，丰
富他们的课余生活。

我市其他中小学校也因地制宜，自主设置
了“特色化”“菜单式”服务课程，满足学生个性
发展需求。比如，沙坪坝区南开小学开展作业
辅导，以及书法、棋类等特长学习，多维度多层
次挖掘学生成长潜力。

难题
学校师资、设施难以满足全方位

服务需要

尽管课后延时服务得到教师、家长和学生
的广泛称赞，但是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课后服
务面临一些难题。

“课后服务开始后，我们老师的工作量加重
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学老师这样说。
一位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课后服务中的艺术

类课程举办面临专业教师不足、社会资源购买
服务成本高等难题。

此外，记者还发现，一些学校因为条件有
限，教学场地、教学设施设备虽已最大化利用，
但仍不能满足课后服务的需要。

同时，个别家长对学生的学习持过于功利
化态度，“娃儿到了小学高年级，可能就不会让
他再参加学校开设的兴趣类课后服务了。”

声音
服务内容应重点围绕素质教育进行

“中小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值得点赞，但还需
在相关细节和问题上思量周全。”重庆市教科院
初教所所长康世刚建议，课后服务的内容应体
现素质教育要求，这样才能真正为学生服务，为
家长减负。

康世刚表示，可以进一步挖掘社区、高校、
社会机构以及学生家长等方面社会资源，形成
合力，构建以学校为主、社会多方参与的小学生
课后服务体系。

对此，也有校长表示，“可以将社会力量引
入校园参与课后服务，但机构如何选取、谁来为
学校购买服务买单、如何避免社会机构‘以服务
校园之名，行商业培训之实’等问题，需要教育
管理部门细细考量。”

官方
严禁增加学生作业量和加重课业负担

如何让学生“留下来”“留得住”“有效果”？事
实上，市教委早在2019年便出台了《关于全面推
进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提出了我市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十严禁”：如，严
禁把课后服务演变为学科类集体教学、集体补课
或奥数等竞赛培训；严禁增加学生作业量和加重
学生课业负担；严禁以开展课后服务为名，将学校
资源提供给社会培训机构作为经营场所等。

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完善课
后服务管理机制，加强质量监管、过程监管、经
费监管、安全监管，严禁违背学生、家长意愿开
展课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