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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卜俊丹

近段时间，大学校园开放话题引发广泛
关注。教育部网站1月2日发布《关于政协第
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04329号
（教育事业类 428号）提案答复的函》明确表
示，大学校园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意义，
有利于大学更好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对此，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全市 20余所
本科院校中，绝大部分目前入校仍需预约。
由于在申请时，需填写拜访部门、拜访教职工
信息等，导致普通市民基本无法预约成功，校
园开放进度与公众期待还存在差距。

大学校园要不要开放、开放到何种程度，
如何做到既“好开放”又“开放好”的精细管
理？连日来，记者进行了采访，倾听各方对大
学校园开放的看法。

市民 既然是社会资源，就
应该对社会开放

“服务社会本来就是高校的重要功能之
一，现在校园都进不了，谈何融入社会、服务
社会？”已经工作 5年的小宋，当初选择在大
学城买房，就是看中了这里有丰富的高校资
源。可如今，因为不是在重庆读的大学，他没
有校友身份，平时进不了大学城的高校，无法

享受校园风景和各类资源。
记者从国内媒体相关报道中注意到，自

1月 6日起，山西省驻晋中 21所高校其校园
以及校内的博物馆、美术馆、体育馆、艺术馆
等综合性场馆全部向社会开放。各高校在
开放时间上不分节假日、在开放群体上不限
年龄及身份，只需根据高校校园及综合性场
馆开放的时段进行登记即可实现入校参观
或研学。

“好的大学没有围墙，既然是社会资源，
就应该对社会开放。”曾有国外留学经历的软
件工程师冉程向记者表示，大学自带公共属
性，是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大学面向公众开
放是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他援引一些国外
知名高校的“无围墙式校园管理”案例表示，
无需门禁的大学生活更具开放、包容的氛围，
那种与社会共构、彼此互动的沟通方式更有
助于大学的自身发展、学生的社会适应以及
公共精神的培养。

高校 人多车多无序，“管理
难”心存隐忧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全市20余所本科院
校中，绝大多数入校仍需预约。预约一般通
过学校保卫处微信公众号或者学校官方微信
号的功能服务入口进行。

但是，普通市民预约入校并不容易。由
于在预约申请时，要求填写拜访部门、拜访教
职工信息等，这样的定向预约，几乎就等同于
把普通市民挡在了校门之外。因为，如果在
学校里没有认识的人，或者没有提前电话告
知，是基本无法进入校园的。

当然，也有高校入校是相对容易的。如
位于北碚的西南大学，刷身份证即可入校；西
南政法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则实行校友卡
可以入校政策等。

“校园全部放开，对管理来说是一个很大
的难题。”一所在渝高校宣传部的负责人向记
者表达了学校的隐忧：校园全部放开后，不同
季节来到学校赏花观景的市民会带来大量的
车辆和人流，这不仅让学校成了大型的停车
场，有的市民高声喧闹还妨碍了正常的教学
秩序。

合川区一所高校保卫处人士告诉记者，
学校池塘里养的几只黑天鹅，本来是全校师
生的“宝贝”，后来被外来进校的社会人士一
通乱投喂，腹胀致死。还有一些同学抱怨说
出现了外卖丢失的情况。

还有高校表示，校门一旦打开，外来人员
流动大，不确定因素增多，管理难度就会大大
增加。比如一些网红进入校园搞直播，市民
到学校露营等，不仅可能会丢下很多垃圾影
响校园环境，还带来安全隐患。

专家 精细化管理与差别化
管理，势在必行

因为长期需要和企业对接洽谈产教融合
事宜，重庆财经学院产业办公室副主任王晓
颖经常给来校的企业代表办入校申请。在她
看来，当前，关于大学校园的开放，赞成与反
对的人之间，仿佛隔着一道“门”，双方站在

“门外”与“门内”各执一词。
她表示，大学的规则制定既要满足“想不

想”的价值理性，亦要反思“能不能”的工具理
性，“如果管理者为了便于治理而盲目采用

‘一刀切’，可能造成更为深远的弊病。”她建
议，在新时期的校园管理上，高校应结合自身
特点及实际需求，因校制宜、渐进推进，开展
后勤服务社会化探索，做到管理服务精准化、
精细化，让每一个来访者和每一个在校内学
习生活的师生都能感受到体贴与关怀。

西南政法大学一位法学教授指出，开放
校园与安保措施并非相悖而行，校方可通过
对入校人员作精细化管理和校内资源的差别
化管理，在对外保持开放姿态的基础上，保证
校内学生、教职员工的安全和权益。

记者还注意到，有网民提醒，校方作为管理
方应更多听取师生意见，不能被舆论推着走。
但同时，也应有“开放”的准备，为涵育地方文化
生态、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公众高度期待 高校心有隐忧

大学校园开放“想说爱你不容易”

□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文/图

近年来，大足区宝顶镇实验小学全面实
施石魂教育，坚持“开悟启智、育人向善”的办
学理念，通过大足石刻文化传承教育，引领家
风家教，促进留守儿童全面发展，将学校建设
成全国第三批乡村温馨校园、留守儿童的幸
福家园。

文化引领破解
留守儿童教育难题

“学校突出文化育人价值，破解留守儿童
思想教育难题。”宝顶镇实验小学校长刘圣萍
说，学校针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家长陪
伴缺位等突出问题，顺应其成长规律，关注其
学习需求，以“石魂文化”为主题，通过有趣的
课程、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引领留守儿童求
真求美，向上向善。学校开设石刻小导游、石
刻剪纸小能人、石刻艺术版画等石魂特色课
程，激发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让儿童从大足
石刻文化熏陶中学会感恩、孝善、敬畏、仁爱、
担当和坚持。

近日，市区来宾到宝顶镇实验小学参观，
学校石韵舞蹈队表演了舞蹈《石魂沁莲》，石
魂之声合唱团演唱了《我是大足娃》《朋友，请
来大足游》，少先队大队长刘梦为来宾介绍了
课外实践作业设计研究课题组的实践成果，
值日馆长谭佳玲、陈宇彤介绍了自己在石魂
书吧自主认领岗位、自主管理的工作情况，国

梁班的肖雨、夏雨相声再现牧牛图中的吹牛
场景，年仅六岁的张子骞、王宇诚也争着为来
宾介绍栋臣班的班名故事、讲解父母恩重经
变相中的“推干就湿恩”。孩子们自信大方的
表现、童真童趣的表演，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校
园生活，受到了来宾的赞赏。

校家社协同育人
弥补家庭教育缺失

“培养一个儿童，需要整个社会。”刘圣萍
说，“目前，学校已建立‘校家社’协同育人机
制，弥补家庭教育缺失问题。”

学校开门办学，主动联通社区、链接社
会，争取各方支持，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机
制，破解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形成了全社会
关心支持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一是争取大足区教委和宝顶镇政府支
持。重启居善楼，为留守儿童寄宿管理争取
经费保障，提供免费船只、开通乡村巴士，解
决出行交通不便的问题，解决家长后顾之
忧。二是吸纳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建立大足
石刻儿童解说教学实践基地，大足区文化馆
公共文化服务延伸到校，在校建设大足区图
书馆分馆，为文化传承教育提供专业支持，让
儿童有机会看见更辽阔的世界。三是发挥身
边榜样作用。革命烈士唐赤英、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郭相颖、非遗大国工匠刘能风、
党的二十大代表陈卉丽等大足本土名人都成
为思政课程中的榜样人物，为留守儿童成长

注入榜样的力量。

点燃孩子梦想
成就家庭希望

学校还搭建了展示锻炼平台，让留守儿
童走向大足“春晚”、中法儿童合唱交流等不
同的展示锻炼平台。

“大足石刻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道德伦理
和人文精神，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刘圣萍说，学校以此为契机，弘扬石魂
文化，引导童心传石魂，让家庭成为文化传承
的重要场所，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学校还通过培养石刻小导游，做靓石魂

教育品牌。如今，石刻小导游品牌已产生较
大的影响，石魂教育文化育人模式得到了家
长和社会的高度认可。2023年，学校承办了

“首届石刻小导游邀请赛”活动，增强了儿童
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使命担当，带动了更多
儿童加入到大足石刻文化宣传队伍之中。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儿童的思想引领和
文化引领，继续推进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让
石魂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
暖万家的大足教育成就每一个儿童的梦想。”
刘圣萍对学校的未来充满信心。

□ 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1月8日，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1月10日起，全国铁
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都局集团公司）管内图定旅客列车达到
1727列，较现图增加35列，将开行重庆至天府机场、重庆
至北京动车。

为打造更加便捷、高效、舒适的“川南环线”动车产
品，成都局集团公司推出“成都东—自贡—宜宾—乐山—
成都东”“成都东—内江北—自贡—乐山—成都东”环线
动车组列车各1对，串联起成都、资阳、内江、自贡、宜宾、
乐山、眉山 7座城市，以及天府国际机场和双流国际机
场，形成互联互通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1月 10日起开行的成都东至成都东
的另一趟列车G8755次，自成都东站始发，经天府机场、
自贡、宜宾、毕节、贵阳北、遵义、娄山关南、桐梓东、重庆
西、隆昌北、资中北，最终抵达成都东站，列车开行后，将
进一步便利四川、重庆、贵阳间旅客出行，以及飞抵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的旅客换乘铁路至重庆、宜宾等地。

同时，成都局集团公司将利用济郑高铁开通契机，新
增、延长成都东至荣成、重庆北至济南东、贵阳北至烟台
直达动车组列车，提升进胶州半岛动车品质；加大热门方
向动车组列车开行密度，新增成都东、六盘水至广州南动
车组列车各1对，贵阳至南宁东动车组列车1对，进一步
密切西南与华南地区往来交流。此外，峨眉山至沙坪坝
动车组列车延长至银花，增加江北机场动车开行频次。

1月10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重庆至天府机场
重庆至北京将开行动车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1月 8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即日起我市面向全
球征集重庆设计之都形象标识，企业设计师、院校师生、
自由从业者，以及企业、团队等均可参与作品申报，征集
时间截止到2024年1月15日。

参选作品须满足以下条件：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相关要求，体现重庆作为设计之都的特色亮点和发
展愿景，充分展示重庆城市形象、城市文化、城市理念等；
二、风格简洁、色调和谐、寓意深刻、鲜明生动，富有视觉
感染力，易于记忆和传播，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具
有人文化、国际化、全球化特质；三、设计充分考虑中英文
双语综合应用，易于识别和制作，适用于长期固定使用、
印刷、雕塑等场景；四、标识的设计、使用等方面须符合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标识使用指南的要求。

本次征集采取线上报名，参赛者提供以“姓名+电话”
命名的压缩文件夹，须包括标识图、PS或AI设计源图文
件、详细阐述作品设计理念或释义三部分内容，提交至指
定邮箱：shengfuchu@126.com。

按照征集流程，主办方将邀请专家成立评审委员会，
根据征集情况及评选规则，确定若干入围作品，同时对入
围作品进行公众投票和媒体意见征集，最终结合投票情
况、媒体意见以及专家评审意见，综合确定 3件优秀作
品，并对入围作品颁发荣誉证书，对优秀作品颁发荣誉证
书及奖金。

据了解，2023年10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公告称，重庆入选“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成为继深
圳、上海、北京、武汉之后的我国第五个、西部第一个设计
之都。

大足石刻文化育新人

重庆面向全球征集
设计之都形象标识

按照社会组织相关条例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
发展的意见〉》有关规定，根据社会组织申报，经我局审查，
现将拟任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予以公示。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的负责人名单持有异议，均
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书面形式向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社会

组织管理中心举报或反映。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时间：2024年1月8日—2024年1月12日
监督电话：43789398
联系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龙景路123号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2024年1月8日

大足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任前公示名单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关于大足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任前的公示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准予下列十四家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登

记，现予以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2024年1月8日
一、成立登记（2家）

正在进行的大足石刻艺术版画特色课。

二、变更登记（11家）

三、注销登记（1家）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关于全区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公安局玉龙派出所民警罗
勇的警官证遗失，警号207314，现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