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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
者 韩毅）为全面贯彻落实重庆市文化
旅游发展大会精神，深入挖掘历史文化
内涵，充分彰显城市独特魅力，创作、提
炼、筛选出一批具有强大感染力、亲和
力、辨识度、传播力的文旅宣传品牌口
号，全面提升文化旅游品牌形象，赋能重
庆文旅高质量发展，在前期征集的基础
上，即日起面向全球进一步征集文旅宣
传品牌口号。

重庆文旅宣传品牌口号征集活动由
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
委员会主办，重庆日报承办。征集活动于
去年12月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收到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国内28个省
市，以及加拿大等境外多个国家创意机
构、团队、个人投稿，共计10647条。这些
作品创意十足，涵盖了山城夜景、火锅美
食、历史人文等，生动展现了重庆独特的
文化旅游风貌，提升了重庆的认知度和美
誉度，成效明显。但通过多次专家研讨及
大数据分析发现，现有征集作品在文化深
度挖掘、地域特色凝练、传播创新度等方
面仍存在提升空间。

为深入挖掘重庆自然风景特征、历史
文化内涵，适应信息化时代传播规律和趋
势变化，着力扩大征集活动覆盖面、提升
知晓度，将以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为
主渠道，进一步征集符合新媒体传播规
律、具备短视频传播适配性的文旅宣传品
牌口号，实现“一句话叫响一座城”，助力
重庆文化旅游强市建设。

口号征集要求

（一）主题鲜明：体现重庆文化底蕴、

地域特质、旅游特色，彰显新时代重庆人
文精神，展示重庆文旅形象内涵。

（二）表达简洁：表达准确、简洁明了、
响亮得体，具备口语化网络化表达特征，
便于理解、识别、记忆和传播，具有较强的
感染力、亲和力和市场传播力。

（三）原创性：投稿作品必须保证原创
性，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商标权、专有权
或其他权益，不隐含广告语意，不参与其
他评选活动。

（四）投稿要求：每位投稿者最多可投
10件作品，每件可自愿提供300字以内的
创意说明。

征集范围：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线上投稿方式：1.微信扫描文内二维

码即可参与。2.打开新重庆客户端，点开
推荐频道，点击图片进入投稿通道。

线下投稿方式：邮寄至重庆市两江
新区黄山大道中段68号高科山顶总部基
地41栋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宣
传处，需标注清楚投稿联系人和联系电
话。

征集时间：即日至2025年4月6日
评审与奖励：征集结束后，主办方将

组织专家评审组开展评审，结合前期征集
作品一并筛选出最能代表重庆的文旅宣
传品牌口号。

值得一提的是，征集活动在前期6万
元奖金池的基础上专门新设立了投稿抽
奖环节，凡参与者均有机会抽取重庆景
区门票，涵盖大足石刻、酉阳桃花源、南
川金佛山、涪陵武陵山大裂谷、奉节三峡
之巅、江津四面山、武隆芙蓉洞（含索
道）、万盛黑山谷等知名景区，门票总张
数多达6万张。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开齐开足上好心理健康专题课程，中小
学每两周至少安排1课时，每学期不少于10
课时……前不久，2025年全市学校体育卫
生艺术国防教育暨校园足球工作会提出，我
市今年将着力推进心理健康促进工程。为
什么如此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我市各中小
学心理健康课上了吗？效果怎么样？连日
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为什么上？
青少年心理问题表现不同，心理

健康课迫在眉睫

“我还是不想去学校，一进校门就觉得头
疼，浑身都不对劲。”3月24日，市精神卫生中
心儿童青少年门诊，14岁的小辉（化名）低垂
着头，向儿童青少年科主任王敏建说道。

“情绪还是很低落吗？”王敏建一边翻看
他的既往病史，一边仔细询问。

从去年上半年起，父母逐渐发现小辉
不对劲了：话越来越少，失眠，后来还出现
头疼肚子疼等症状，各种检查做了也没找
到原因。于是，父母将小辉带到精神科门
诊。经诊断，小辉患上了抑郁症，只能暂时
休学。

“进入初中后，学业压力增大，有的孩子
可能难以适应新学习环境，加上父母要求比
较严格，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王敏建分析。

小辉是王敏建当天上午接诊的第12个
孩子。诊室外，还有七八个孩子和他们的家
长正在候诊。“近年来，前来就诊的孩子越来
越多，门诊一放号就秒空。”王敏建称，据国
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青
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2%，而且不同年
龄段的孩子心理问题表现也不同，小学生容
易出现学习困难、注意力不集中、同伴关系
不良等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则容易出现焦
虑抑郁情绪。

“上好学生的心理健康课，已经迫在眉
睫！”王敏建说。

课上了吗？
中小学基本每周安排一节心理

健康课

“心理健康教育课我们早就开齐开足了
的。”江北区玉带山小学心理健康教师付廷
英介绍，该校每个班级每周都安排了一节或
两节心理健康课。

记者了解到，我市中小学基本都开设了
心理健康课。比如，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

初中每周安排了1节心理健康课，高中每两
周安排1节。江北区鲤鱼池小学采用了“大
课加小课”的形式，“大课”即两周上一次心
理健康课，“小课”则是每周利用晨会，上两
次以心理健康为主题的微班会。重庆市第
六十六中学校高中年级每周五下午有心理
选修课，本学期的课程叫《剧绘生涯 破茧
成长》，通过同学们自己写、自己演生涯困境
剧本，探索突破困境的路径，实现自我成长。

在开齐课程的同时，不少中小学根据学
校的实情，按照不同年龄段学生心理发展特
点安排了心理健康课。例如，重庆市第六十
六中学每年给初一学生上《新学期，“心”适
应》《聚光灯下的你》《生命能量宝》《冬日的
小暖阳》《校园人际圈》《探秘学习“蛋”》等课
程，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初中学习生活。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初一年级开设《初
中生活适应》等课程，引导学生适应初中生
活；初二则聚焦青春期心理变化，设置《情绪
管理》等课程；高二、高三阶段则通过《高考
心理调适》等模块化课程，为学生提供心理
支持。

不仅如此，我市许多中小学还因地制宜
开设了心理辅导室，并冠以温馨的名字。比
如，重庆八中渝北校区的“心语心苑”心理辅
导室、巴南区龙洲湾中学的“甜甜屋”沉浸式

心理健康中心等。

怎么上的？
不停留在书本上，开设学科心

育融合课

3月初，重庆八中渝北校区道德与法治
课上，老师漆锐丰给初二7班的同学们上了
一堂特别的学科心育融合课《集体生活成就
我》。

课堂上，漆锐丰让学生们玩了一个情景
模拟游戏——信任盲行，即由一位同学扮演
转校生小明，并人为地设计了一些障碍物，
再请其他同学提供帮助。

“蒙上眼睛后，会害怕、孤单，当有人拉
着我的手引导我前进后，就会变得踏实、温
暖。”扮演者说。

“当周围同学出现较大的负面情绪时，
可能是因为在集体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
感、归属感。”漆锐丰告诉学生们遇到这样的
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我突然觉得心理健康课具象化了，当
下次遇到这样的场景，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了。”课后，一位学生说。

心理健康课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我市不少学校积极开设了

学科心育融合课程、心理主题班会课程，并
积极开展各类心理健康教育主题实践活动，
有效促进了学生心理健康。

比如，在心理主题班会课上，老师们会
更加注重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活化、现实化。
市第六十六中学校初二5班开展了一堂心
理主题班会，老师将学生家长请到课堂，就
如何管好手机进行探讨。

在心理健康教育主题实践活动方面，玉
带山小学实施了《找伙伴》《身体世界课程》
《心理世界课程》等实践活动。在《心理世界
课程》活动中，老师会发起“我是自信挑战
者”活动，让孩子们向自己发起挑战。

“我记得有个孩子不会跳绳，在老师和
家长的帮助下，她制定了一份21天的挑战
表。21天后，她竟然能完整、连续地跳绳了，
还参加了学校的跳绳比赛。”该校相关负责
人称，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收获
成长，这是心理健康教育最生动的诠释。

有何秘籍？
重在预防，关键是让孩子勇于开口

“未成年心理危机重在预防，如何让他
们开口讲出来，是关键的第一步，也是最难
的一步。”市教科院相关负责人说。

“进入青春期的初中孩子比较敏感，容
易受人际交往和环境变化等多方面影响，有
时候甚至排斥‘心理健康’这个词。”巴南区
龙洲湾中学专职心理老师鲜玲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主动向老师寻求
心理辅导的学生仍是少数，尤其是进入青春
期的学生，他们普遍认为情绪低落不算心理
问题，如果告诉老师，担心不被理解，自己的
秘密还可能被泄露。

而在一些农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老师
多是由学科老师兼任。“本职工作都忙不赢，
还要完成心理健康辅导工作，加上现在娃儿
的心理问题不少，作为兼职老师，有时感觉
力不从心。”一乡村学校的兼职心理健康教
师说。

“需要看到的是，还有很多家长对心理
健康重视程度不够，难以与学校形成有效合
力。”王敏建说。

心理健康课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
我市中小学基本都开设了心理健康课，通过创新教学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

关注6大行动计划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③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3月
25日，2025年重庆市科学家精神首场宣讲报告会在中国
重庆·科学会堂举行。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市科
协将深入实施“凝心聚力建功行动”，广泛开展科学家精神
宣讲活动，预计全年达到120场以上，实现区县全覆盖，推
动活动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同时进一步深化“讲、论、读、
演、展、树”弘扬科学家精神工作体系，全力打造具有重庆辨
识度的“科技春雨”工作品牌。

本次宣讲报告会上，来自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高
校师生代表，以及科研院所、企业科技工作者代表等300余
人现场聆听。来自渝北区人民医院宣讲分团的6位宣讲人
以情景演绎方式，分别从求学之路、名医之路、园丁之路、院
士之路、乡情之路等五个篇章，生动讲述了重庆籍院士樊代
明的成长历程和感人事迹，深刻阐释了爱国、创新、求实、奉
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2023年，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重庆市科学家精神
宣讲团正式成立，部分在渝两院院士、优秀科学家本人或其
身边的人纷纷加入宣讲团，深入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

据悉，自去年以来，市科协会同市教委、市科技局、重庆
社科院等单位，积极探索“1+N”科学家精神宣讲模式，通过
组建1个市级宣讲团、12个宣讲分团，汇聚各类宣讲人员
143人，已开展市级各类宣讲活动150余场次，在社会各界
引起强烈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市科学家精神话剧《何鲁》还成
功入选中国科协“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宣传工程”，
7部作品入选“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名单”。

全年120场以上，实现区县全覆盖

2025年重庆市
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启动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3月25日，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重庆中心城区绿道专项规划”
问卷调查结果已出炉：最受欢迎的绿道有嘉陵江绿道、长江
滨江绿道、张飞古道、体育公园盘山道、半山崖道、悦来滨江
绿道。

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250份，其中线下问卷200
份，线上问卷2050份。问卷显示，绿道骑行舒适度、可达性
是影响绿道体验的重要因素。市民期待未来能增加绿化遮
阴、增设驿站、增加密度、增加导览以及实现绿道全线无障
碍贯通。受访者普遍希望绿道尽量延展，但受地形阻隔，目
前联通不足，仍有断点与覆盖盲区。

为进一步提升山城绿道的质量和影响力，市城市管理
局计划在未来五年内（2025年—2029年）重点建设20条示
范绿道，总长度约为200公里。

据悉，中心城区范围内建设基础好、服务人群广、影响
力强的线路，将作为市级绿道示范项目重点建设。今年，我
市将启动红锦大道、渝澳大桥北桥头至星光隧道北、东环立
交至黄花园大桥北桥头等城市绿道，以及渝州路至四公里
立交人文绿道、桃花溪生态绿道、北碚张飞古道生态文化绿
道共6条市级绿道示范项目建设。

3月25日，由市城市管理局主办，市城市治理研究院
（市风景园林规划研究院）承办的重庆山城绿道视觉识别系
统及宣传语征集活动也同时启动，向全
社会公开征集山城绿道视觉识别系统
设计方案和宣传语。

3月25日至4月8日为方案征集阶
段，扫描二维码，查看参赛作品征集要
求、提交文件方式及要求。

我市今年将启动
6条市级绿道示范项目建设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3月25
日，第三届“巴山渝水·和美乡村”设计建设研讨会在江津区
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塑造乡村公共空间、留住巴渝乡
韵乡愁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次研讨会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江津区政府联合主办，
旨在探讨巴渝和美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公共建筑设计建
设，进一步扩大设计下乡“朋友圈”，吸引更多“三师一家”
（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和艺术家）投身巴渝乡村建设。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起，市住房城乡建委连续举办三
届乡村设计大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数百支设计团队参赛，
共征集参赛作品800余件，评选出优秀作品321件，其中落
地建成作品110件，大幅提升了巴渝乡村设计建设水平。

据悉，第三届“巴山渝水·和美乡村”设计大赛新增定向
邀请赛，以“大美江津入画来”为题，邀请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重庆等西南五省区市7支优秀设计团体，深入江津区
村镇开展差异化、针对性命题设计，为江津传统村落集中连
片保护利用示范区和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推动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

如何以设计为笔，共谋大美乡村建设新图景？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新刚认为，乡村
振兴不仅需要物质空间的重构，也需要突出公共性，要通过
激活传统空间智慧、创新社区治理机制，让树下的闲聊、祠
堂里的聚餐、集市里的叫卖重新成为乡村文明延续的血脉。

本次大赛定向邀请赛贵州省设计团队主创人员马林志
表示，乡村公共空间的营造不应局限于居住组团内部，而应
向服务业空间和农业空间延伸，为村民日常休闲、促进邻里
交往、促进对外交流提供载体。

如何高质量建设和美乡村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这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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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收到10647条，创意十足，生动展现了重庆独特的文化
旅游风貌。接下来，在文化深度挖掘、地域特色凝练、传播创
新度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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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上好心理健
康课十分重要。市教委相关负责人称，今年
我市将着力推进心理健康促进工程。

首先，配齐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其中，
中小学按师生比1∶1000配备专职心理健康
教师，每校至少配备1名；高校专职心理健
康教师配备师生比逐步达到1∶3000，且每
校至少配备2名。

其次，开齐开足上好心理健康专题课
程，中小学每两周至少安排1课时，每学期

不少于10课时；高校要开设心理健康必修
课，不低于2个学分。

其三，每学年面向大中小学生开展1次
心理健康测评，建立“一生一策”动态心理健
康档案，建立学生心理健康分级干预工作机
制，健全学生心理危机应急处置预案，强化
学校、家庭、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信息互通。

“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在落实心
理健康教育课的时长，不能被其他课程挤
占。”市教科院有关负责人认为，各区县教育

部门应对心理健康课程开课情况进行督查，
加大考核力度；各学校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
要丰富教学形式。

“心理健康课并不仅仅是心理按摩，而
是要真正为孩子提供帮助。”该负责人透露，
目前我市正在打造“五育润心”心理健康教
育品牌，打造“专业课堂”“学科课堂”“班主
任课堂”，全面提升教师的心育水平。

“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需要家庭、学
校、社会共同努力。”王敏建认为，做好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首先要消除学生们对心理问
题的污名化、对心理疾病的病耻感。此外，和
谐的家庭关系、良好的同伴关系、健康的生活
方式以及文明的网络环境等也同样重要。

市教委：建立“一生一策”动态心理健康档案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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