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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为了实
现延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最大
限度减少疫情对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影
响，1月31日，市教委印发《关于做好
疫情防控延迟开学期间中小学教育教
学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从2月10日起，各地中小学生在家
开始进入有规律地学习，并对延迟开
学期间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提出了具
体要求。

《通知》要求，各区县教育部门和
中小学校要充分利用“教育+互联网”
形式，搭建并完善在线教育教学平台，
整合国家、区县和学校网络教育教学

资源，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优质
的网络教育教学服务，实现“停课不停
学”。按照“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开发
新资源，协同推进，分级管理，科学整
合”的总体思路和“一区一案、一校一
策”要求，制定延迟开学期间教育教学
工作实施方案，引导全体学生从原定
的开学第一天（2020年2月10日）起，
在家进入有规律地学习。

全市中小学师生可浏览访问国
家中小学网络云课堂（http://www.
eduyun.cn），完成教学及学习任务。
各中小学校也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化平
台、空中课堂、班级qq群、班级微信

群、教育部门微信公众号、学校微信公
众号等，开展网上授课。缺乏网络的
农村学校，教师可指导学生收看中国
教育电视台播出的有关课程和资源学
习。班主任要掌握每位学生每天在家
情况和身体状况，建立学生每天报告
学习和健康情况制度。

各地教研机构可利用“重庆教研
网”（www.cqjy.com）和各区县、学校
教研网络平台，积极组织开展网络教
研活动。各学校可指导各学科教师充
分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资
源、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在线精品课
程、“人教点读”数字教学资源库等开

展教学，利用网络教研平台进行协同
备课，自主研修。

此外，重庆市基础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jjpt.cqedu.cn）于 2 月 7 日
起，每天上午9∶00至下午6∶00期间
开放，为全市中小学教师提供我市以
及全国优质课程资源。全市中小学师
生可浏览访问。

“严禁利用校外培训机构取代
本校教师教学，严禁学校与商家联
营形成营利性教育教学。”市教委相
关负责人称，各区县教育部门要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建立督查制度，将学
校管理落实情况、教师违规集中补
课、学校擅自提前开学、学生提前返
校等作为督查重点，加强监督检查。
对麻痹大意、敷衍塞责、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的行为，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
查处。

2月10日起重庆中小学生开始在线学习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2020
年春季开学延迟，我市各中小学校纷
纷利用各类资源开设网上课堂，学生
通过网络在线学习，实现“停课不停
学”。

“学校各年级各学科已经组织老
师准备了网上课堂。”重庆一中教务处
副主任何文吉介绍，目前该校每个班级
建立两个微信群，一个是学生学习群，
另一个是班级家长群，确保每一位学生
和家长都能通过微信群获得相关的学
习电子教材和资料。高三年级的网上
课堂从2月4日开始，其他年级从2月

10日开始，每天上午8∶00-12∶00和
下午3∶00-5∶00为网上授课时间，上
午4个学科，下午2个学科。各时段
具体学习科目的内容会通过班级微信
群提前发给学生和家长。

“老师们的备课已经打破了班级设
定，统一以年级和学科为单位进行。”
重庆一中高中化学教研组组长郭仕文

介绍，目前，高三年级已经实施了网上
集体备课，2月4日到17日的内容已
经确定。该校信息中心主任胡祖奎介
绍，该校还开通了线上答疑，每天晚上
7∶30-9∶00，各班级每位任课教师均在
线，在网上集中答疑。其他时段，学生
也可通过微信向老师请教问题。

“有了这些资料，延迟上课我们也

不慌了。”重庆市人民小学三年级4班
的语文、数学、英语老师，将人教版三
年级下册相关学科的学习要点发到了
家长微信群里，家长们纷纷点赞。此
外，该校体育老师王睿给学生家长发
送了室内操等居家体育运动指南，分
跳跃、投掷、体操、球类等项目，将运动
与游戏紧密结合，让学生们足不出户
也能达到锻炼的效果。

两江新区则建立在线教学空中课
堂，组织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录制
在线教学视频、开展网上互动答疑、线
上作业辅导批阅，实现学生在线学习。

孩子“停课不停学”

部分中小学将这么做

□本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郑洪泉

1923年，《新蜀报》报社来了一位
新的主笔。这位主笔常常结合时事抨
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的文章在广
大工人、学生、市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
间广为流传。

“反动势力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蛮
横地命令报社将他辞退。但市民发现
《新蜀报》上没有他的文章后，纷纷退
订。”2月2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
研究室副主任黎余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3天之内，报纸销量大减，报社不得不
把他请回来，《新蜀报》才重新赢得了读
者的欢迎，这位深受群众欢迎的主笔就
是萧楚女。

首次来渝创办重庆公学

萧楚女原名树烈，1893年出生于
湖北汉阳。1911年初，萧楚女在湖北
参加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他进入
武昌实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大汉报》
和《崇德报》任编辑，经常用“楚女”为笔
名撰写时评文章。他的文章言辞犀利，
针砭时弊，获得广大群众欢迎。

1922年9月，萧楚女应邀来到重
庆，被聘为重庆联合中学国文教员。他
刚到学校，就发生了“择师运动”。重庆
联中的进步教师发表《去职宣言》，抗议
军阀和官僚的倒行逆施，广大学生也纷
纷罢课响应，萧楚女旗帜鲜明地站在进
步师生一边，毅然在《去职宣言》上签名。

“但军阀、官僚不惜采取高压手段，
悍然开除‘择师运动’中的三名学生骨
干，萧楚女等部分师生因此离职、退
学。”黎余介绍，为了安置因学潮失业失
学的师生，萧楚女与熊竣等人创办了一
所新型学校——重庆公学。

萧楚女担任重庆公学行政委员会
委员，同时负责教授国文和地理两门课
程。但川东道尹公署竟蛮横地下达了
解散重庆公学的命令，重庆警察厅还派
兵查封学校。在这种险恶环境下，萧楚
女愤然将这个反动命令作为反面教材
上了“最后一课”。开课20多天后，重
庆公学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

巧释“楚女”来由

1923年春，萧楚女来到万县，在万
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他
自编国文讲义，把鲁迅的小说、《新青
年》上的文章列为教材，通过分析课文，
对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抨击。萧楚女
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当地反动势力的排
挤，他遂于1923年6月离开万县回到
重庆，任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国文教
员和《新蜀报》主笔。

“萧楚女常在《新蜀报》上批驳一些

御用文人的反动文章，这些人不敢正面
论战，只好针对萧楚女的笔名做点文
章。”黎余说。

“有一次，萧楚女把进行这种人身
攻击的《合力周报》主笔刘蔚芊请来。”
黎余介绍，萧楚女念了《离骚》中的两句
诗：“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并解释说：“朱熹《楚词集注》中讲‘女即
神女，盖以比贤君也。’鄙人是湖北人，
参加辛亥革命后，看到很多人后来变坏
了，投降了，我读《离骚》时深有感触，当
时以为楚地无可为之人。便依屈原的
这两句诗，取了‘楚女’的名字，愿以有
为者自励，有何不可”。这番入情入理
的言辞，顿时让刘蔚芊自惭形秽。

奉命来渝整顿重庆团组织

1924年1月，因母亲病重，萧楚女
离开重庆。8月，萧楚女再度入川，第
三次来到重庆。9月1日，团中央委任
他为驻川特派员，让他整顿四川地区的
社会主义青年团，授予他“调阅文件、教
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

但是，整顿工作遭到重庆团组织负
责人唐伯焜的抵制。萧楚女以大局为
重，他一方面向团中央汇报情况；一方
面在团的会议上对唐伯焜的错误进行
了揭露和批判，同时耐心细致地争取广
大团员。渐渐地，大家了解到萧楚女的
为人，识破了唐伯焜的虚伪面目。
1925年1月，重庆团地委改由杨闇公
任书记，童庸生为宣传干事，罗世文则
主要负责学生工作，实际上基本奠定了
大革命时期四川党团组织领导格局。
至此，团组织整顿工作基本上完成了。
1925年5月，萧楚女离开重庆，奔赴新
的工作岗位。1927年4月，萧楚女在
广州反革命大屠杀中被逮捕，4月22
日被杀害于狱中，年仅34岁。

“萧楚女才华出众、胆识过人，善于
打开新的局面，成为重庆革命运动的开
路先锋。”黎余说，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
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
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是时代
的需求。今天，我们学习萧楚女同志，
就要学习他敢想敢干、积极进取、善作
善成的精神，勇于开创改革发展各项事
业的新局面。

萧楚女：三赴重庆的革命先锋

本报讯 （记者 陈波）2月2日，
市应急局下发《关于做好当前及节后开
工复工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有关
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应急管理系统
分行业作好工矿商贸企业节后开工复
工安排部署，全员健康排查等事项被列
为重要内容。

通知指出，矿山、危化企业复工，要
严格按照企业自查自验、验后申报、区
县应急局复核、不合格不复工要求开
展；对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涉尘
防爆、冶金煤气、涉氨制冷、有限空间作
业等领域的工贸企业复产，各区县要严
格把关，验收合格后复产；要强化开工
复工验收责任，坚持谁验收、谁签字确
认谁负责，严禁不具备防疫和安全生产
条件的企业开工复工。

同时，市应急局还制定了《疫情形
势下企业节后开工复工方案及注意事
项》（下称《注意事项》）赠送给企业，清
单化指导企业做好防疫和安全生产。

《注意事项》建议各企业应成立疫

情防范小组，统筹人员管控、环境消毒、
疫情宣传、物质筹备等方面工作，确保
企业所有的疫情防护措施做到位。

《注意事项》建议企业在复工前围
绕“人、机、料、法、环”等几个方面进行
自查，根据风险研判结果，制定相应应
对措施；建议企业在复工前对厂区环境
消毒杀菌，确保工厂内部人员的防护安
全；及时做好返厂复工人流管控措施和
疫情防护用品准备。

企业复工复产后，《注意事项》还从
人员管理、外来人员管理、通勤车管理、
食堂用餐管理等提出了十六项疫情防
护措施建议。

如建议企业做好复工第一天全员健
康排查，宁可慢不可错；全体员工上班后
有发烧、乏力、干咳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应
必须立刻上报，并立刻进行现场消毒和
安排员工及时去医院就医并将确诊结果
通知公司；所有员工、外来人员、访客进
入工厂前必须接受门卫红外测量体温，
体温超过37.3℃禁止入场等。

市应急局为节后开工复工作出制度安排

全员健康排查等事项被列为重要内容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2月 2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旅委获悉，近
日，重庆多家博物馆利用已有数字资源
推出网上展览，让市民足不出户看展览。

据了解，1月24日起，为避免公共
场所人群聚集导致的传染风险，全市已
备案的104家博物馆暂时闭馆。闭馆
期间，市文旅委组织有条件的博物馆利
用自身优势，推出网上数字展览，让市
民在家中即可享受到丰富的文博资源。

据悉，市民可登录以下博物馆的官
网或官方微信观赏数字展览：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
馆、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三峡移民纪

念馆、北碚区博物馆、重庆巴渝民俗博
物馆、忠州博物馆、重庆历史名人馆、夔
州博物馆、九龙坡区建川博物馆等。

记者登录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官
方微信发现，该馆面向公众的免费数字
资源精彩纷呈。点击“听讲解”菜单，可
以聆听30余场展览的语音讲解、10场
展览的视频讲解；进入“看展览”菜单，
不妨体验一场“虚拟展览”，只要点击感
兴趣的展览，就可以身临其境，“走”进
现场感受展览的精彩之处。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还整理发布了
一批各地博物馆网上博物馆展览链接，
市民通过网络可饱览全国各地文博资源。

重庆多家博物馆推出数字展览

市民可网上免费观赏文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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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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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曜

“期待了大半年的电梯终于快竣工
了。”近日，北碚区南京路片区居民张伟
听到一个好消息，春节后该片区首台加
装电梯将投用。

很难想象的是，几年前南京路片区
还是一个各类问题突出的老旧小区，房
屋陈旧、街面破损、基础设施落后，居民
怨声载道。经过改造，片区的硬件环境
大为改善。新的问题也摆在眼前，老旧
小区改造后该如何后续治理，才能建立
起长效的管理机制？

社区党委入户调查民意

“社区原来有少量的停车位，无法
满足居民出行需求，改造后社区的停车
场该如何设置，我们每一位居民都有发
声的机会。”南京路片区下辖的天津路
社区居民湛传德对此印象深刻。

天津路社区党委书记刘雪梅告诉
记者，社区党委进行了多次入户调查，
还召开了院坝会、网格会征集停车场的
改造方案。

“之前有些居民直接把车停在路
口，堵塞交通不说，还常与其他居民产
生冲突。”刘雪梅说，到了院坝会上，大
家可以倾诉自己的苦衷，停车难的问题
也得到了大家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大家
对小区的事务有发言机会了，很多长期
存在的矛盾也得到了缓解。

最终整理完居民意见后，社区党委
也跟上级部门做了沟通，决定新建一个
地下停车场，设置500多个停车位，去
年国庆节期间投用，一举解决了长期困
扰居民的停车难问题。

社区不应把老人排除在外

“在社区治理中，有些老年人长期
待在家中，对公共事务参与较少，难以
融入社区。”天津路社区居委会主任王

露说，社区开展了启辰养老服务社工项
目。为了提高老年居民的身体素质，该
项目的社会工作者邀请专业教练，教老
年人打太极柔力球。

“太极柔力球是由运动者手持一种
特制球拍，将球抛来抛去划出弧线，可
二人对抛、单人独练、几个人互传或隔
网竞技。”教练杨国秀认为，柔力球要尽
量保持动作的柔和、放松、自然、缓慢，
运动量也可以灵活调节，十分适合老年
人群体，天津路社区也专门成立了柔力
球队。

64岁的柔力球队长谭顺贵告诉记
者，每一次的收力、发力、接球、送球都
让老年人舒展四肢，感到轻松畅快。“未
来社区还要举行柔力球竞技赛，老年朋
友们又可以大展身手了！”

“老年朋友有了感兴趣的活动，就
会从‘小家’里面走出来，下一步参与到
社区‘大家庭’治理中。”王露表示，社区
将引导老年人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让老
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成立居民自治管理委员会

社区是否加装电梯，王露在征集居
民意见的时候，发现每家每户的需求并
不一致，虽然大家都有改善居住条件的
愿望，但少有居民愿意出钱。

怎么办？初期居委会工作人员挨
家挨户上门宣讲加装电梯的好处，效果
并不明显。“我们请一些居民参观了部
分居民自治的老旧小区，参观完后大家
也认同自治是一种可行的管理方式。”
王露称，有些老旧小区改造后选出了居

民自治管理委员会，很多问题大家可以
通过开会协商解决。

在主管部门引导下，南京路片区居
民自治管理委员会成立，并选出22名
热心有能力的居民代表履行管理职
责。“选举是以楼宇为单位，每栋楼宇根
据居民人数多少选出1到3位代表。”
王露介绍说。

几年来居民自治管理委员会发挥
了不少作用。在自治管理委员会劝导
下，居民同意加装电梯，很快筹集了资
金，有8部电梯正在施工。另一方面，
当居民成为社区的主人翁后，责任感与
归属感更强。王露举例说，大家现在看
到乱吐痰、汽车乱停乱放、乱丢垃圾等
不文明行为时会主动出面制止，社区风
貌焕然一新。

老旧小区改造后如何治理
——北碚区南京路片区居民共同参与共同决策纪事

村民从地里采摘蔬菜，直接送到社
区蔬菜自助超市即可。居民只需“扫一
扫”二维码，就可以自行买菜了。

2月1日上午，渝北首个社区自助
超市在玉峰山镇石坪社区开张了！玉
峰山镇石坪社区驻村负责人曾均介绍，
村民的菜不用烂在地里，居民又能就近
买到新鲜蔬菜，自助购物减少了交易过
程中的风险，“有了社区蔬菜自助超市
之后，一举多得，方便又实惠”。

渝北区玉峰山镇石坪社区蔬菜
自助超市，位于玉坪雅居小区旁边。

房间不大，看上去还比较简陋，面积
仅三四十平方米，却整齐摆放着一
筐筐新鲜蔬菜：花菜、瓢儿白、冬苋
菜、水白菜……墙上用粉笔写着2元、
3元、4元、5元，哪种菜多少钱，一目
了然。

“我马上去地里摘点蔬菜过来，生
怕这些菜烂在地里了”，77岁的尹诗辉
婆婆一看到门面上方拉着的“社区蔬菜
自助超市”横幅，喜笑颜开。尹婆婆年
纪大了，但身子骨硬朗，平时在地里种
些瓢儿白。有了这个自助超市，尹婆婆
地里的菜也有了着落。

50多岁的申玉春是一个菜农，也
可以说是“批发大户”。以前，他不仅往
大型超市送菜，也往各个农贸市场送
菜，每天要送上千斤。他自己还种了七
八亩地，有萝卜、冬苋菜，眼看这个月底

就要过季了，急得团团转。
“社区通知我可以把菜送到自助超

市，这下子可是解了燃眉之急。”申玉春
说，社区的自助超市离家比较近，而且
把菜地的菜送过来也很方便。

家住石坪社区的居民刘泽虹，听说
社区蔬菜自助超市开张的消息，戴上口
罩下楼去买，步行只需要5分钟。他挑
了两个花菜，个头挺大，一个只要5元
钱。他把花菜装进袋子里，在门口“扫
一扫”就完成了支付。

没过一会，就来了好几个居民，在
这里排队挑选蔬菜。“菜特别新鲜，还便
宜，这么嫩的一大把冬苋菜，才两块
钱。”一位居民笑着说。

值守社区蔬菜自助超市的，是两名
党员志愿者刘大刚和田国庆。刘大刚
平时“跑车”，这段时间歇业就报名当志

愿者。他和田国庆两人的任务，就是接
收菜农送来的蔬菜，打捆、分类；记录居
民购买的品种，营业结束后将钱及时支
付给菜农。

为啥开了这个社区蔬菜自助超
市？石坪社区书记段成良介绍，随着辖
区大型农贸市场的暂时关停，村民地里
的菜没地方卖，老百姓买菜又不方便。
经过走访调研，曾均和段成良协调出一
间还建房的门面，作为自助超市的临时
场地。

“没有中间商，我们也不收取一分
租金、佣金，所以方便实惠”，曾均介绍，

“自助超市”主要是两个自助，一是菜农
自助送货，二是居民自助购买。菜农把
菜放在相应价格的篮子里，由党员志愿
者收货；需要买菜的居民自选、微信二
维码支付；每天下午5点，通过微信统
一结算给农户。

“这样的社区蔬菜自助超市方便居
民，不仅减少了大量人员聚集，也减少
了交易中存在的风险。”曾均说。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蒋艳 通
讯员 赖琴）

渝北社区蔬菜自助超市开张

村民直接供应 居民扫码购买

1月8日，北碚区南京路片区，家长带着孩子玩耍。（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谢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