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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军林）今年“六
一”儿童节前夕，地处武陵山区的重
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小学举行
了一场中医药文化体验活动，孩子们
用显微镜观察药材切片、手绘中草
药、制作洗手液……一个个变身“小
小药学家”，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医院持续行动 加大宣传普及
为充分宣传中医药文化，增强学

生对中医药的了解和认同，近日，巴
南区中医院组织党员志愿者、中医药
专家走进巴川中学，为学生们带去一
场生动有趣的中医药知识宣讲。

活动将“理论+实践”相结合。专
家以“跟我学中医”为题，结合漫画课
件，运用“望闻问切”方法及中医药疗
法等讲述中医辨证论治。中医药专
家就金银花、肉桂、丁香等十味常见
中药的辨认、性味、功效、主治进行实
物教学。

在蔡家小学，北碚区中医院组建
专家团走进校园，向学校延时服务小
医生社团赠送100本《全国中小学中
医药文化知识读本》。专家团还带领
小医生们诵读中医药读本，教孩子们
识艾草、做药膏。

学校持续发力 丰富教学资源
为了将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

育始终，今年重庆市组织开展了全市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示范学校评选。
经学校自愿申报、各区县推荐、专家

评审、行政主管部门审议及公示无异
议，确定了重庆市首批中医药文化进
校园示范学校10所、培育单位3所。

其中，地处药材集散地储奇门的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小学校，依托
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厚重的文化积淀，
多渠道、全方位地将中医药纳入校本
课程，选派优秀教师作为助教，协助
项目组成员上好每周两节中医药文
化和实践课，采取课中笔记、课后简
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把“八段锦”
健身操培训融入课堂，让师生感受博
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两江新区万年路小学开展以国
粹“中草药”为切入口的劳动教育，传
承中医药文化。为了让中医药文化
更好地进课堂，学校搭建中医药展示
区，并建设中医药文化长廊，摆放中
医药校本教材、中医药图书。此外，
学校还开辟中草药种植基地，学生以
年级为单位，种植不同的中草药，在
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领会。

下一步，重庆市各级中医药和教
育主管部门将联合各级中医院进一
步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
通过中草药种植实践基地建设、中医
药文化传承校园活动开展、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故事讲解等多种形式，不断
将中医药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课堂，
让年轻一代真正了解传统国粹，接力
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

本报讯 （通讯员 杨雨峰）近日，
2021—2022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
创新与实践大赛重庆市选拔赛，世界
机器人大会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
新大赛西南赛区（重庆）选拔赛，2022
年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越障打击、
编程空中搜寻赛重庆市专项选拔赛
在大渡口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慧泉
校区举行。

开幕仪式上，市教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三大赛事将为全市青少年提供
一个展示科技创新学习成果的广阔
舞台，在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的基础
上，培育一批热爱科学、立志报国的
青少年，为全方位推进国家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本次三大赛事为期两天，采用主
会场和分会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进行，线下比赛采用选手抽签、

现场编程、现场调试、现场比赛等，线
上分赛场则根据统一安排，在全市各
中小学分别设立，选手在云端参加相
关专项的角逐。

2021—2022 年全国中小学信息
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重庆市选拔赛
率先开赛。该项赛事是教育部白名
单赛事中的老牌自然科学类赛事，至
今已举办20届，此次重庆地区选拔赛
共吸引了约3万名中小学生参加，最
终有千余名选手进入复赛，参加水中
机器人探索挑战、TAI 智能车挑战、
Robo Genius智造未来等11个赛项的
角逐。

两天时间里，来自全市各中小学
的选手们比脑力、秀绝技，各展所长，
充分展示出自己的科技创意和创新
作品，三大赛事中角逐出的优秀选手
还将代表重庆市参加全国大赛。 重庆持续推动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选拔赛
在大渡口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志彬）近日，
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乡村
振兴科技强农+”主题赛事五个专项赛
道之——“拼多多杯”第一届科技小院
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云南大理顺利举
行。本次赛事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
究生教育司、全国农业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中国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学会、中国科协青少年科
技中心主办，中国农业大学、大理白族
自治州人民政府、中国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科技小院联盟承办，上海寻梦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支持。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中国农业大
学、西南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安徽农
业大学、福建农林科技大学等全国涉
农高校的100支科技小院队伍参赛，经
过初赛审查、决赛路演和专家评委现
场评分等环节，6支队伍荣获特等奖、9
支队伍荣获一等奖、15支队伍荣获二等
奖。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长江经
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中心的三支科

技小院队伍进入决赛，并斩获佳绩。
其中柑橘科技小院“桔子红了，山水绿
了，老乡笑了——科技小院助推川渝
柑橘产业绿色发展”项目荣获大赛特等
奖，铜梁蔬菜科技小院“长江经济带蔬
菜全产业链绿色发展：铜梁模式”项目
获一等奖，勐海水稻科技小院“傣王稻
专用套餐肥研发及示范推广”项目获二
等奖，西南大学获优秀组织奖。

据悉，西南大学现有研究生常驻科
技小院7个，由西南大学长江经济带农

业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福锁院士，
资源环境学院石孝均研究员、陈新平教
授领衔指导，拥有多学科交叉强大的专
家团队，实地驻扎小院教师、学生共30
余人。多年来，科技小院坚持以立德树
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研
究生教育和人才培养宗旨，积极推动

“三全育人”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创
新型“实践育人”模式探索，打造成为集
应用型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育人平台。

西南大学学子在中国研究生
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中斩获佳绩

本报讯 （记者 沈静）6月 18日，
以“传承 启航 创新”为主题的第十
七届渝中区中小学生陶艺捏塑创新
设计大赛决赛在渝中区中小学劳动
技术教育基地举行。参赛选手在规
定时间内，用手中的陶泥创作出各
类主题作品，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据悉，本次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
以来，得到区内各中小学的广泛参与
和支持。经过区级培训、校级初赛、区
级初评，最终28所小学、11所中学的
1000余名中小学生从近5000名报名
学生中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通过前期的培训和选拔，我们发
现，学生们参与积极性非常高，动手能
力也很强，在指导教师进行简单培训
后，他们便能掌握陶艺捏塑的方法和
技巧，并且运用到实践中。”大赛相关
负责人表示。

现场，参赛选手结合大赛主题，将
典故、饮食、生活、航天、环保、想象等
元素应用到作品当中，展示了丰富的
艺术想象力。“花朵在阳光里生长，就
如同我们在祖国怀抱里成长。”望龙门
小学三年级学生苏煜涵向记者展示了
她的《阳光下成长》泥塑作品。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渝中区教委
主办，渝中区青少年创新学院和渝中
区青辅协承办，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创
新意识，鼓励全区广大学生动手动脑、
创新创造能力提升，通过评比，将评选
出个人一、二、三等奖，团体一、二、三
等奖，学校优秀组织工作奖和优秀辅
导教师奖等奖项。

本次比赛作品体现了时代性、创
新性。渝中区希望通过举办中小学生
陶艺捏塑创新设计大赛，培养学生的
科学素养、劳动技能和艺术鉴赏能力，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畅想“中
国梦”。

渝中区举行中小学生
陶艺捏塑创意制作大赛

苏煜涵展示泥塑作品——《阳光
下成长》。 本报记者 沈静 摄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江
川小学学生在非遗课堂上吹奏侗族
芦笙。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江
川小学，是三江南站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配套学校，学生绝大部分是易地
扶贫搬迁户子女。目前，学生在校除
了学好课本知识，还学非遗、学做手
工作品，校园学习生活丰富多彩。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