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沈静）11 月 18
日，由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主
办，重庆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学
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第40期“经济法
30人论坛”虚拟经济运行安全法治保
障理论研讨会在重庆大学举行，来自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等10余所知名高校的40多位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虚拟经济运行安
全的法治保障”主题进行理论探讨和
交流。

重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俊
介绍，近年来，重庆大学积极融入国家

现代化的战略规划，抢抓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主动壮大学校文科发
展底蕴和实力，推动法学等学科不断
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在现场研讨中，专家学者们一致
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
的路子，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
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
郝志斌认为，金融监管体系化是回
应市场经济时代金融监管的内在要
求，是提升现行金融监管协调性的
需要，是为创新金融活动监管提供

基础性框架的需要，是加强金融监
管协同（合作）机制建设的需要，也
是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权益保护的
需要。

如何从法治角度防范经济脱实向
虚，预防金融危机？西北政法大学经
济法学院教授强力在题为“建设金融
强国的理念、逻辑、路径与法律保障”
的报告中提出，要完善金融体制机制，
需以“发展、市场、创新、自律、监管、安
全”为金融法治原则。

专家学者们在研讨中还指出，虚
拟经济要发展，但要“有限发展”：一是

从法学上合理匹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
济占比，同时从经济学上注意防范系
统性风险；二是从法律上严厉打击虚
拟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三是总结虚
拟经济运行特点，为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提供参考。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
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守文在总
结发言中表示：“对虚拟经济问题，可
以从经济法理论的多个维度展开研
究，这有助于深化金融法等领域的具
体研究，完善相关制度，推动虚拟经济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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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露娇）11月14
日，院士专家进校园活动走进重庆科
学城南开小学校，特邀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何自容为孩子们带来一堂以

“快乐心扉：做闪亮的南开童星”为主
题的心理健康课。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调查，你
们觉得自己平时和生活中有压力
吗？”何自容提问，孩子们纷纷点头。

“觉得自己平时有压力的孩子请举
手，觉得自己平时压力有点大的孩子
请举手，觉得自己平时压力非常大的
孩子请举手。”随着提问中压力程度
的增加，举手的孩子越来越多。

“压力过大，会让我们的身体状
态、情绪、行为、精神出现不同程度的
影响。”何自容一边讲解一边提问，“你
们压力大时会做些什么缓解压力呢？”

“我会把废纸揉成团然后尽量丢远。”
“我会和我最好的朋友倾诉。”“我会想
要回家，让父母给我一个抱抱。”孩子
们七嘴八舌地回答，看来每个人都有
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解压大法。

“这些都可以，每个人是不同的
个体，有专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很
正常，你们能发现自己处在压力下，
还能想办法去寻求缓解途径，就已
经非常棒了！”何自容夸赞道。随
后，她现场展示了大笑、蝴蝶拥抱、
腹式呼吸等更多的缓解压力的方
式，孩子们纷纷照葫芦画瓢，有的把
自己环抱起来，有的开始大口呼吸，
更多的则咧开嘴笑了起来，现场氛
围十分热闹。

提到焦虑时，不少孩子表达了关
于人际交往之间的焦虑，其中亲子关系
被提到的频次最高，担心作业不会做被
父母责罚、考试成绩不理想让父母失
望、在班里调皮闯祸让父母知道……

“学校虽然是教育的主阵地，但孩子
的教育也离不开家庭。”何自容认为，
家校共育，关键在“共”，目标在“育”，
学校和家庭的互相配合程度，影响着
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只有家校双方目

标一致，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全面发
展。“我的孩子恰好在科学城南开小
学就读，今天也来到了现场。”何自容
说道，“我们的父母也许是第一次当
父母，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和大家
友好相处。你们有任何困惑或者焦
虑都可以向你们的父母敞开心扉，多
沟通，多交流，都是一家人，很多事说
开了就好了。”孩子们听得若有所思，
课堂结束后经久不息的掌声，也昭示
了何自容老师这堂课真真切切地讲
到了他们心坎里。

据悉，“科创领航、特色多元”的
重庆科学城南开小学校自建校以
来，一直致力于五育并举和“科创+
美育”的系统构建。重庆科学城南
开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陈伟杰表
示，希望孩子们在紧张的学习生活
中也不要忽视自身的负面情绪，多
与老师、家长沟通，才能成长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祖国未来的花
朵。

本报讯（记者 彭洋）11月 15
日，“重庆科技小记者”走进重庆科学
城新凤小学校，为该校重庆科技小记
者项目基地校授牌。重庆市科学传
播专家团成员、“重庆科技小记者”科
学导师林雪涛带来一堂“读诗词·探
科学”主题讲座，培养该校学生作为
一名科技小记者的核心素养。

“学校积极落实高新区‘科创高
新 智慧教育’发展理念，高度重视科
普教育，2022年经申报遴选为全国

‘科创筑梦’助力‘双减’科普行动试点
单位。”新凤小学校书记、校长曾永宏
表示，科技小记者项目将进一步帮助
该校拓展科普资源，引领孩子们“从问
号到感叹号”的体验式、探索式、项目
式学习，切实助力“双减”。希望大家
坚持“巧思巧行 巧手巧创”的学风，积
极学习当好科技小记者的本领，努力

成为科技传播小使者和科技爱好者，
种下“小小科学家”梦想的种子。

“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全面提高
自身素质，认真传承科学精神，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科技兴
国从我做起！”现场，该校首批科技小
记者代表庄严宣誓，并获颁“科技小
记者”证。

“同学们知道要成为一名科技小
记者，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素养吗？”

“需要科学知识！”“需要声音洪亮！”
在随后进行的讲座上，林雪涛以问答
互动的形式，从同学们熟悉的诗词
《悯农》入手，引导大家通过诵读、讲
解、采访、写作等方式，探究诗词背后
的科学知识，了解“新锄禾者”与基因
育种技术，聆听袁隆平院士的科学事
迹，培养听、说、读、写等科技小记者
的核心素养。

本报讯（记者 曾露娇）11月13
日，以“胸怀国之大者 传承科学家精
神”为主题的院士专家进校园活动走
进重庆市巴蜀小学校，活动特邀重庆
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易志坚做
题为“力学治沙——跨学科创新与科
学家精神”主题报告。

“沙漠土壤化，本质是使沙子具
备土壤的性能。”报告中，易志坚教授
图文并茂地从自己走上弹塑性断裂
力学基础理论研究之路谈起，分享自
己的“跨界”人生。

易志坚早期研究断裂力学，提出
了弹塑性裂纹线场分析、应力强度因
子裂纹线分析等方法，取得不少创新
成果。2008年，他发现土壤颗粒间
存在一种奇特的万向结合约束：把一
盘散沙变成和土壤一样的状态，干的
时候像一个干土团，打湿之后就像稀
泥巴。带着这样的设想，他开始了自
己的跨学科之路。

从“怎么修路”到研究“沙漠土壤
化”，易志坚在荒凉贫瘠的沙漠中十
年磨一剑。即使面临经费不足也未
能停下他的“脚步”，他义无反顾地走
在全球沙漠化治理的路上，以实际行
动践行了自己“敢于跨界，敢闯无人
区，用科学原理和事实说话”的人生
信念，生动诠释了科学家精神的真
谛。“2016年以来，我们已在新疆塔
克拉玛干沙漠、内蒙古乌兰布和沙
漠、非洲撒哈拉沙漠等20余个实验

点实施31000亩。”易志坚说道。
巴蜀小学校的孩子们，对易志

坚的到来非常高兴，纷纷带来自己
的小发明向易教授展示，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表达对易伯伯的欢迎和致
敬。五年级的张子瑞带来了自己发
明的“一种可单手操作的旋钮式伤
口闭合器”，这款闭合器无需缝线与
拆线，利用旋钮对线和敷贴的拉力
来闭合伤口，是他获得的第三个国
家专利；三年级的石浩萱发明了“室
外自动防雨晾晒杆”，系统感应到雨
水后，透明遮雨卷帘将自动展开，将
衣服遮住，避免被雨水淋湿；六年级
的唐靖博发明了三分区充气枕头，
一款可独立调节高度、能帮助睡眠
的枕头。

“让沙子具有土壤的功能，需要
什么特殊的条件？”“为什么沙子能储
存植物生长的水和养分？”“加入植物
黏合剂的沙子过一段时间会复原
吗？”……互动环节，巴蜀小学校的孩
子们纷纷向易教授提出自己听完讲
座后的疑问，易教授一一耐心回答，
现场氛围热烈。

活动最后，孩子们向易教授赠送
一枚X导师徽章和绘制的“绿色中
国梦”的海报，表达对沙漠变成绿洲
的美好期盼。“下次给你们带点新疆
的萝卜尝尝，水分多还很甜，可好吃
了！”易志坚和孩子们有了这样的美
好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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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家校共育新实践
重庆科学城南开小学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点沙成土
院士专家进校园活动走进重庆市巴蜀小学校

解密《悯农》里的科学知识
“重庆科技小记者”走进重庆科学城新凤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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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记者 蓝渝凯 摄

活泼聪慧的小女孩海伦·凯勒，2
岁时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视觉
与听觉，从此看不见光明、听不见声
音、说不出感受，坠入无边的黑暗和寂
静之中。

起初，她哭、她闹、她发脾气，但这
些并没有让命运变得更好。7岁这一
年，在老师安妮的引导和鼓舞下，海伦
仅仅靠着触觉，竟然学会了听、说、读、
写。随着年龄渐长，海伦凭借惊人的
意志力和抗挫力，掌握了5种语言，并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佛大学。毕业后
建立慈善机构，为更多残障人士奔走
呼号，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
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之一，成为照
亮全世界的一束光，激励无数读者乐
观向上。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全3册）精
选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
的老师》《我生命中的故事》《我生活中
的世界》《走出黑暗》《石墙之歌》6 部
代表作，体裁包括传记、散文、杂文、诗
歌，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励志女神”海
伦·凯勒的传奇一生和人格魅力。

相关链接
作家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全3册）

董继平做客作家榜。 李梦琳 摄

□通讯员 姜雅娟

近日，知名诗人、作家董继平携译
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做客上海闵行
莘庄和大星文化举办的作家榜签售
会。笔者有幸专访到董继平，探讨他
在翻译海伦·凯勒的作品中获得的启
发，以及如何用心感知更大的世界。

用心灵去“看见”，用热
爱去“听见”

董继平有很多闪光点：1991年国
际加拿大研究奖得主，1993年荣获美
国“艾奥瓦大学荣誉作家”称号，两届
诺贝尔奖作品译者、四届普利策奖作
品译者，翻译过数十种外国诗集和散
文集。获得这些成就得益于董继平在
翻译工作中有一条原则：只接受那些
真正打动他自己内心的作品。他曾误
以为写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美国
作家海伦·凯勒只是一位盲人，直至了
解到她同时失去了听觉和视觉。这个
发现引发了他的深刻兴趣，他决定通
过翻译海伦·凯勒的作品来探究她是
如何在双重残疾的困境下取得如此巨
大的成就，以期启发更多人。

在采访中，董继平分享了他对海
伦·凯勒生活的理解。他指出，海伦·
凯勒之所以能够克服如此巨大的困
难，首要原因是她拥有强烈的渴望了
解世界的愿望。他认为，这种渴望是
激发人内在主动性的关键，帮助人们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通过家庭教师
安妮·萨利文的帮助，海伦·凯勒经过
艰苦的特殊训练，学会了通过触摸和
感觉来探索世界，特别是通过触摸萨
利文老师的嘴唇和喉咙震颤，她学会
了说话。而这种完全依靠触觉的学习
方法是极具挑战性的。

海伦·凯勒后来在回忆自己的这
段学习生活时说：“为使我的伙伴——
即使是最亲密的伙伴——能听懂我的
话，我夜以继日地努力，反复朗读某些
词语或句子，有时甚至要读几个小时，
直到自己觉得读对了为止。我每天坚
持练习、练习、练习……”

董继平提到，海伦·凯勒的故事也
提醒着我们珍惜自身的健康，因为大
部分人都拥有健全的感官，能够用五
官感知世界。他呼吁我们要用心灵去

“看见”那些眼睛无法看到的事物，用
热爱去“听见”那些耳朵无法听到的声
音，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世界。

此外，董继平还分享了海伦·凯勒
的用心“看见”和“听见”世界的方法。

海伦·凯勒通过阅读、旅行、学习和想
象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她是一位热爱
文学的人，热衷于阅读各种文学作品，
从中汲取智慧和灵感。她也热衷于参
观剧院，欣赏各种演出，以丰富自己的
生活经验。

海伦·凯勒的旅行精神也为她的
成长积累了机会，她走遍世界各地，结
识名人，与他们分享观点和见解。她
热爱大自然，总是能够在自然界中找
到美的存在。对她来说，花鸟是快乐
的同伴，而世间万物都是她的老师，给
她以启迪。

董继平言语间也透露出对生活的
热爱，他鼓励小读者如果在学习、生活中
遭遇了挫折，要像海伦·凯勒一样，将黑
暗变成光明，将挫折变成成长的契机。

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
更是对世界的感知和探索

“儿童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
是对世界的感知和探索，是塑造孩子
未来的重要环节。”董继平表示，父母
和教育工作者应鼓励孩子们积极感知
世界，发展创造力，培养同理心。他认
为，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潜力，应该用
心去了解他们，不将成人思维强加于
他们。他提到，观察是培养创造力和
想象力的关键，要用心感知事物，不仅
仅用眼睛观察，还要用大脑去观察，观
察到眼睛无法察觉的方面。

董继平以身旁的一株散尾葵为例，
强调了观察的多面性，从而避免写出陈
词滥调。他说，观察不一定要局限于正
面，就像写作一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去观察事物，从侧面，甚至是背面进入，
比如写散尾葵的枯萎，就像钻石的很多
切割面，这样会呈现出不同的感觉和视
角。他指出，即使是生活中看似枯萎的
一面，也有其美丽之处，只要我们用心
去感知，就能发现。

董继平还分享了对儿童创造力的
见解。“孩子天生有丰富的想象力，有
助于写作。”他谈到了一位朋友的儿
子，七八岁时和父亲一同等候公共汽
车。第一辆公交车来了，车上满载着
乘客，但未停下，仅是一声呼啸而过；
第二辆公交车同样情景，挤满了人，也
是飞驰而去。“第三辆车来了，车上没
人，但同样没有停下，也是飞驰而去。”
董继平笑着说。当他询问那位小朋
友，他怎么看待第三辆车时，孩子的回
答令人叹为观止。孩子说：这辆公共
汽车上挤满了看不见的人。“这就是孩
子天生的想象力。”

董继平认为，有时候，成年人未能

足够关注并理解孩子的想象力，而实
际上，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天生的诗人
和幻想家。

“避免限制孩子想象力最好的方
法是寓教于乐。”董继平建议，家长应
该注重发现孩子的想象力，并避免限
制孩子的天性。有时候，家长可能会
因为过于严格限制了孩子的想象力，
这是不可取的。

董继平指出，儿童本来就喜欢玩
乐，而玩耍本质上是在学习。他以非
洲草原上的小狮子为例：“它们的嬉闹
实际上是在模拟如何保护自己和狩
猎。同样，孩子们之间的交往、打闹也
是他们学习的一部分。”董继平鼓励教
育者要关注并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让
他们在快乐中学习和成长，因为儿童
的无限想象力，正是未来文学的源泉。

虚拟经济运行安全法治保障理论研讨会在重庆大学举行

11月18日，“啊ā啊á啊ǎ啊
à2023全国大学生脱口秀邀请赛决
赛”在重庆移通学院举行。来自华东
政法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等全国多所
高校的12组选手在决赛现场带来有
态度、有温度的表达，让幽默释放正能
量。

现场，选手们围绕艺术、文化、理
想、学习等主题，在舞台上金句频出，
爆梗不断。他们不仅为脱口秀行业带
来新生力量，更充分展现出当代中国
青年多彩多样的文化生活，展现出当
代高校青年学子自信松弛又朝气蓬勃
的精神面貌。

决赛共分为两轮，首先由现场
12组选手完成自备脱口秀后，根据
专业评审打分及媒体评审打分成绩
选出分数最高的5位（组）选手进入
即兴脱口秀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来自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的学生胡

超然夺得桂冠。
“我将带着这份荣誉继续我的脱

口秀之路。希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
对脱口秀感兴趣的小伙伴能走上舞
台，表达自己的想法。”胡超然激动地
说。

据了解，为给予青年学生更多创
作对接扶持的机会，本次大赛主办方
邀请到了中国优秀脱口秀演员、《吐槽
大会》《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编剧王思
文，西南大学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
测试员、重庆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专
家高廉平教授，重庆语言学会秘书长、
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西南大学

文学院国际汉语教育系主任、语言学
及应用学博士毛志萍，著名方言喜剧
大师、重庆方言喜剧团队“扯馆儿”联
合创始人圆圆儿，知名方言喜剧演员、
重庆市戏剧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曲艺
家协会会员周生生等诸多大咖组成专
业评审团队，并在赛后对选手们进行
了专业点评。

高廉平教授表示，脱口秀是语言
的艺术。语言的起承转合、语言的铺
陈悬念都是积累和沉淀。这看似轻松
易得的效果背后，其实是创作者反复
打磨精心酝酿的脑力付出，凝结着对
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对人生的态度与

主张。“真心祝福每一位选手在这条路
上越走越宽广！”高廉平说。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语言学会指
导，重庆移通学院主办。大赛自启动
以来，共吸引了全国28所高校74名
选手的45个作品参与。

据了解，重庆移通学院持续助力
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已拥有“四位一
体双院制+特色课程”特色育人模式，
并成立艺术教育中心，打造了古剑山
音乐节、全国脱口秀大赛、全国说唱邀
请赛等全国性赛事，为广大学生提供
广阔的素质教育学习、实践、展示平
台。 （来源：重庆移通学院）

让幽默释放正能量

全国大学生脱口秀邀请赛决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