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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
包抄手、煮汤圆、学劳模……

近日，南平镇中心校开展劳
动技能比赛、劳动主题班队
课，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

教”形式培养学生正确的劳
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

质，营造家庭关注、学校主
导、社会支持的良好劳动教
育氛围。

“第一轮比赛，包汤圆，
预备，开始！”随着裁判一声
令下，南平镇中心校操场上
就热闹起来，三、四年级学生
以班级为单位每五人为一

组，将准备好的红糖、糯米粉
包成大小相当的汤圆。不一
会儿，一个个白生生、圆滚滚
的汤圆就装入盘中。紧接

着，五、六年级的包抄手比
赛，只见学生们熟练地拿起
抄手皮，挑起肉馅，快速地将

肉馅包裹在皮内。

当天，在五年级的主题
班会课上，同学们还一起了

解了劳动节的由来、讲述劳
动模范故事。

近年来，该校围绕“以
‘劳’树德、以‘劳’育人”开
展劳动实践周系列活动。

在家庭中，学生每天完成

1~2 项家务；在学校，则以
主题班会课看劳动纪录

片、画劳动场景、说劳模故
事、唱劳动歌曲、比劳动成
果等形式，并通过开展相
关劳动挑战赛，增强学生
对劳动的热爱之情，在活

动中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赛劳动 促成长
南平镇中心校开展劳动教育活动

学生们在进行包汤圆比赛。 记者 聂灵灵 摄

本报讯（记者 李佳遥）4
月 25日，区图书馆在黎香湖镇
中心校开展“行走的南小图”爱

心接力志愿服务，志愿者们为学
生们送去100册图书，并带去一
堂别开生面的科普课。

科普课上，志愿者为学生们
讲解了宇宙的组成、地球在宇宙
中的位置、人类对月球的探索历

程、太阳系的其他行星的特色等
关于宇宙的科普知识，帮助学生
们进一步了解我们所处的浩瀚
宇宙，提高他们对于未知的探索
欲望。

随后，志愿者邀请学生戴上

VR眼镜“漫步”太空，沉浸式感
受星辰大海。“你们看到了什么

呀？”“银河、月球、行星……”“我

坐上了宇宙飞船”……学生们戴
上VR眼镜后，兴奋地向大家讲
述他们看到的宇宙景观。

据介绍，为深入推进全民阅
读活动，推动构建覆盖城乡、惠
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去
年，区图书馆打造“行走的南小
图”爱心接力志愿服务品牌项
目，每月为乡村小学送去100册
图书，次月再将这些图书循环至
下一所乡村小学，通过图书“漂
流”，确保每所乡村小学每月都
有新书看。此外，定期前往乡村
小学开展课堂阅读、作文指导、文
学讲座等丰富多样的阅读推广活

动，进一步满足青少年阅读需求，
提高阅读兴趣，营造浓厚的阅读

氛围，助力书香南川建设。

科普+VR 沉浸式感受星辰大海
“行走的南小图”爱心接力志愿服务走进黎香湖镇中心校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
通讯员 王峰）4月29日，大观

镇“七点半青春夜校”的部分青
年干部职工走进中江村青少年

之家，围绕“小小面点师”开展

互动教学活动。
当天，村民跟着老师一起

学习了解中式传统小吃，并制
作枣花酥。只见老师耐心地教

大家和面、开酥、下剂等制作步

骤，村民有模有样地跟着学。

不一会儿，一个个形似枣花的

酥饼在大家的手中呈现出来。
村民朱小华说：“这些老师

经常来教我们做面点，还指导

我们结合大观特色做樱花饼、
玫瑰饼、清明粑等，遇上游客到

村里，我们还能把这些做给游
客品尝，非常有意义。”

村民口中的老师，其实是
大观镇的一群青年干部职工。

自去年4月起，大观镇开办“七

点半青春夜校”，紧紧围绕打
造“四能”干部要求，开设“青

春故事会”“青春才艺秀”“青

春加油站”“青春之我见”“青
春面对面”等板块，组织全镇

机关青年干部职工利用业余
时间开展素质提升，学习之后

结合自己所长，走进村社为村
民开展法律讲座、阅读提升、文
体活动等，从而为乡村振兴注

入一池活水。

当天上课的老师中，罗娟就

是“七点半青春夜校”学员之一，

原本是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她到
了大观以后，通过在“七点半青

春夜校”学习，了解基层社情民

意，从而主动担任起文化志愿
者，利用周末、节假日时间走进

村社组织村民开展全民阅读、主
题绘画DIY、面点制作等活动，

同时还制作大观宣传视频，通过
镜头展现大观乡村新画卷，利用

专业特长助力文化振兴。

大观镇党委书记刘斌说：
“大观镇‘七点半青春夜校’就是

为全镇青年干部职工架起的学

习交流平台，让大家勇于学习、
敢于创新，直面问题、攻坚克难，

共同为大观发展出谋划策，积极
宣传大观、建设大观，为大观乡

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截至目前，“七点半青春夜

校”已开展夜校学习 11期，各

类乡村振兴活动30余场次。

大观镇“七点半青春夜校”助力乡村振兴

北宋时期有一本影响深远
的历史地理著作叫《太平寰宇
记》，在其卷一百二十“涪州·宾

化县”条中记载了一则南川古
代巾帼豪杰、战国后期传奇的

工商巨子、中国第一位女企业

家、朝廷表彰的首位贞女、旷古
烁今的丹砂女王、商业圣母和养

生鼻祖——“巴寡妇清”的故事。

一、丹砂女帝王，
古今第一人

《太平寰宇记》所载的“巴

寡妇清”，是一位生活在战国后

期和秦朝初期南川地区的传奇
女子。

“巴寡妇清”的故事，最早
来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
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

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

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

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
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

以富邪？”译为现在的白话文，
说的是巴郡寡妇清的先祖开发

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
人，家产多得不计其数。清是

个寡妇，能守住祖上传下来的

家业，并善于利用钱财来保护
家业，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

把她作为杰出女性而以上宾之

礼待她，特此为她修筑了女怀
清台。巴郡寡妇清作为一介穷
乡寡妇，竟让万乘之尊的秦始

皇也对她以礼相待，从而名扬
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
有吗？《汉书·卷九十一·货值传

第六十一》也同样记载道：“巴
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
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能守

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
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

清台。”在其后的各类史籍中，
如《太平寰宇记》《一统志》《括

地志》《地舆志》《舆地纪胜》和

有关州府县志中，巴寡妇清更

是频频出现，从而使一代传奇
女杰的事迹得以万世传颂。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
传》，被后人誉为中国最早的经

济史著作，而被列入“货殖列
传”的人物则被称为中国的第

一个富豪榜。巴寡妇清作为榜

上唯一的女性，与范蠡、子贡、
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并列

为春秋战国七大富豪。范蠡，

越王勾践的谋臣，在越国灭了

吴国之后，范蠡改名换姓，乘扁
舟归隐江湖，经商聚财，成为政

商奇才。子贡，孔子的高足，商
业奇才，史书说他“臆则屡中”，
能准确预判商品的行情变化，

每到一处，国君与他都只行宾
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魏国
的白圭，曾是魏惠王的相国，后

来经营粮食买卖，富可敌国，当
时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
一致效法白圭。而乌氏倮，专

营畜牧业，其牛马多到要以山
谷为计量单位，声震朝野，使他

能够像朝中大臣一样可以随时
去见君王。由此可见，能被司

马迁列入“货殖列传”，巴寡妇

清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

“丹穴传訾世莫争，用财为
卫守能贞，祖龙势力倾天下，犹

筑高台礼妇清”，这是明末清初
的江南复社才子金俊明震撼于

巴寡妇清所创之伟业而写的一
首感言诗。那么，巴寡妇清凭

什么能够富可敌国，让君临天
下的秦始皇也刮目相看而礼让

有加呢？

巴寡妇清的家族从事的是
丹穴业，也就是采炼丹砂。丹
砂也叫“朱砂”，为大红色，在古

时是一种重要的矿物，其用途

非常广泛。最初巴人用于祭
祀，后来也用作染料、器皿装
饰、化妆品、医药等。在以前的

中医处方中，经常会有一味药叫
朱辰砂，具有清热解毒、镇心安
神的作用，常作为镇静剂用于治

疗心悸、失眠、多梦和心火多动
等，还可以解毒和治疗溃疡、疥
癣等皮肤病。加之，由于朱砂有

防腐之效，古人因此认为用朱砂
炼成金丹可以使人长生不老，致

使人们纷纷沉迷于炼丹之中而
不能自拔。朱砂作为炼丹的主

要材料，成为古代最为稀缺的资

源，拥朱砂矿，就犹如今天拥有一

座金矿。秦始皇作为始皇帝，最
大的愿望当然就是长生不老，把

皇帝永远当下去，万岁万岁万万
岁，于是，秦始皇搜罗了一大批

炼丹师，轰轰烈烈炼制仙丹。相
传，秦始皇曾经派徐福出海东

渡，寻找传说中的仙人求得仙
药，但是，徐福一去就再也没有

回来，有人说他到了日本，成了

日本人的祖先。有秦始皇作为
表率，全国上行下效，炼丹之风
风靡一时，致使丹砂产业红红

火火，炙手可热。（未完待续）

南川女杰寡妇清，巾帼之光耀古今（一）
杨毅平

学生戴上VR眼镜沉浸式感受太空。
记者 李佳遥 摄

重庆市南川区第十八届
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定于
2023年5月25日（星期四）上
午9:00举行。根据《南川区人
大常委会会议公民旁听办
法》，现将旁听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旁听时间和地点
旁听时间：2023年5月25日

（星期四）上午9:00至12:00。
旁听地点：区商务中心三

楼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室。
二、会议建议议程
听取区人民政府对《区人

大常委会关于〈重庆市公安机
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执法检
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
理情况的报告，并开展满意
度测评；听取区人民政府关
于 2022 年重点支出和重大
投资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
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报
告；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茶
叶产业链发展情况的报告；
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
告 ；听 取 区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
管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听
取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重庆市招标投标条例》
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专题
询问区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
关于水电气讯行业优化营商
环境的情况；其他事项。

三、旁听申请时间、地点
和方式

申请时间：2023年5月10日
前（工作日上午 8:30-11:30，
下午2:30-5:30）。

申请地点：区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南川区新华路5号区
人大机关办公楼三楼秘书科）。

申请方式：公民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原件或其他有效证
件，到申请地点填写申请表。

四、旁听注意事项
（一）凡年满 18 周岁、依

法享有政治权利、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在南川区居住或
工作的中国公民，均可申请旁
听会议。

（二）旁听公民名单经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查通
过后，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将
于5月24日上午12:00前以电
话或短信方式通知确认。未
收到电话或短信通知确认的
其他旁听申请人，则视为未获
批准旁听。

（三）经审定的旁听人员
凭本人有效证件，在会议举行
30 分钟前进入会场，领取公
民旁听证、会议材料、建议意
见专用纸和旁听须知等，凭旁
听证在指定的席位就座，并严
格遵守旁听须知的各项规定。

未尽事宜，请向区人大常
委会办公室秘书科咨询。

咨询电话：71422159。
重庆市南川区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
2023年5月5日

重庆市南川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关于公民旁听南川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的公告

大观镇青年干部职工在“七点半青春夜校”教村民做糕点。
大观镇供图

（上接第一版）
针对回访反馈的情况，南川

法院及时进行梳理、总结、研判，
针对超出法院一家之力的重大

困难和问题，及时报请属地党委
政法委组织民政、教委、妇联、团
委、检察院、残联、卫健委、属地

镇街政府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进
行讨论研究，针对性制定帮扶措
施，目前已帮助6名儿童解决了

生活需要、心理疏导、抚养监护、
思想道德教育等问题。

2022年9月，11岁的张小某
因父亲及爷爷奶奶去世、母亲改
嫁后无人照顾而流浪街头，在派
出所滞留12天后被送往救助管

理站。

其间，政法委多次组织民
政、法院、公安、教委、司法局、属
地街道、妇联等部门召开联席
会，研究解决张小某无人监护抚
养问题，南川法院通过联席会向
民政局建议提起申请撤销监护
人资格之诉。

2023年1月，经南川法院指

定，民政局成为张小某监护人。
后经回访得知，张小某已被重庆

市儿童福利院接收，教委也为其
协调了转校事宜，张小某终于有

了一个安定的“家”。
南川法院院长赵翎表示：

“我们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做深
做实涉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做亮‘天平护未’机制，通过回访
发现涉诉未成年人的问题与困

难，引导社会各界将关爱群体扩
大至家事、侵权等民事案件中的
涉诉未成年人，并反馈各相关单
位切实履责，打通基层社会治理

中信息壁垒。同时，注重涉诉

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积极推动构建涉诉未成年人
三级（部门、街镇、村居）关爱
体系，助推基层社会治理进一
步完善。”

法治日报记者 吴晓锋
通讯员 秦丹丹 刘韦
（原载《法治日报》4月23日1版）

本报讯（记者 陈蕗颖）5月
5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

桥调研我区页岩气勘探开发项

目工作。

陈桥先后前往焦页 171开
发平台、焦页198煤层气钻井平

台等地，现场查看页岩气勘探开

发情况，详细了解今年投资开发
计划和工程进度。

2022年，我区开钻井62口，

投产33口井；完成投资35亿元；

产气 15.34亿立方米；实现产值
26亿元；税收 2.5亿元。今年一

季度完成投资 5.9亿元，实现产

值7.73亿元。
陈桥指出，页岩气勘探开发

是我区工业的有力支撑，要把思

想统一到全区对页岩气勘探开

发项目的规划部署上来，压实工

作责任，强化服务保障，助推页

岩气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快

推进页岩气产业规划编制，科学
规划统筹，落实重点任务，确定

计划工期，加快页岩气勘探开发

进度。要充分做好页岩气勘探
开发保障工作，进一步强化协

作，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主

动靠前服务、精准高效服务，为

项目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页岩
气勘探开发企业要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落细安全生产措施，加强

员工安全教育培训，规范现场作
业流程，注重生态优先，突出安全

环保，确保项目健康可持续。

陈桥调研页岩气勘探开发项目工作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5月
5日，鸣玉镇2023年春耕文化节

暨“华嵩杯”插秧技能大赛在向
家沟启动。

一大早，鸣玉镇向家沟的

一块水田旁就热闹不已，只见
参赛村民卷起裤腿、挽起衣袖，

个个摩拳擦掌在水田里展现
“浑水摸鱼”的技能，田边看热
闹的村民敲锣打鼓，为参赛选

手呐喊助威，时不时还交流着
抓鱼技巧。

稻田另一旁，一群中学生正

跟着村民学习插秧。“站稳、弯腰
插秧、提脚挪步、站稳，这是插秧
动作。”村民耐心地为学生讲解

着插秧的标准动作，随后学生们

纷纷进入实操，不一会儿稻田里

就绿油油的一片。
此外，鸣玉镇还将3万平方

米稻田挂上网络，邀请游客认养

稻田，价格为每平方米6.6元，15
平方米起购，收购大米保底5斤。

据了解，鸣玉镇为传承农耕
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特举行春
耕文化节，邀请村民、游客开展

插秧比赛、插秧体验、趣味摸鱼、
稻田认领等活动，全方位展示和
弘扬鸣玉丰厚的农耕民俗文化

和秀美的自然生态风光，丰富辖
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副区长胡光模出席活动。

鸣玉镇开展春耕文化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