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城区你我共建文明城区你我共建 幸福合川万家共享幸福合川万家共享

3综合2022年9月8日 星期四 责编:王利 美编:邓舒月

今年40岁的左啟红，中共党员，
从教20余年，曾先后在合川区滩子小
学、育才中学任教，期间担任育才中学
教务副主任、团委书记等职务。今年7

月，因资源整合拆校合并，现任教于
久长街小学。谈起获评2022年重庆
市“新时代好辅导员”荣誉称号，左啟

红说，荣誉属于过去，鞭策着她在工
作岗位上努力奋斗，用实干实绩书写
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

多年来，左啟红扎根基层，坚守
在教育教学一线，还担任了6年乡村
少年宫执行负责人。从事辅导员工
作以来，她充分发挥少年宫积极、开

拓、自立、创新作用，创编培训教材，
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累计培养
了200余名学生，有效提高了学生的
演讲水平，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和家长

认可。
普通话是演讲的基础，而说好普

通话首先要掌握好汉字拼音，重庆话
往往平翘舌、边鼻音不分，前后鼻韵
也易出错，“川普”脱口而出很常见。
为提升学生演讲水平，左啟红积极开
展各项活动，锻炼学生音准和语感，
在她的精心培养下，同学们积极参加
演讲比赛，2018年演讲组李博洋参加
重庆市“中华魂”演讲比赛荣获二等
奖；2020年演讲组胡静怡参加合川区

“家乡故事我来讲”活动荣获合川区
一等奖；2022年演讲组邓寒月同学参
加合川区“中华魂”演讲比赛荣获片

区二等奖。
“李博洋在参加中考前告诉我，将

来大学想报考播音主持专业。”左啟红
说，少年宫活动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
为孩子播下了梦想种子，让她很是欣
慰。

6年的乡村少年宫辅导员工作经
历，让左啟红充分领会少年宫活动的
目的意义，长久以来，她开拓创新、优
化资源，积极联系合川电视台播音员
加入少年宫辅导员队伍，增加学校师
资力量；组建钢笔画、围棋等3个活动
小组，丰富孩子们的校园文化生活。

“孩子们的成长，就是我的成就。”左
啟红说，作为一名少年宫辅导员，要
坚持爱心、恒心、奉献、专业，永葆对
教育事业的热爱，无私奉献呵护孩子
们成长，用专业知识为孩子们答疑解
惑，让他们享受到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实现快乐
学习、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重庆市“新时代好辅导员”左啟红

用实干实绩书写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
○记者 谌永恒 文/图

左啟红为孩子们授课

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展现了人民
教师的时代风采，她是北新巴蜀中学
副校长张丽。

张丽，从教20余载，重庆市骨干
教师，2022年重庆市“新时代好老师”
荣誉称号获得者。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张丽初心不改，信念如磐。学习
上，她始终坚持把党的创新理论与工
作实际联系起来，努力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工作成效，不断提升政治修养和
业务水平；工作中，她积极主动地为
学校、教师、学生服务，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热爱集体、团结同志；生活
上，她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将高尚的
师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做好
凝心铸魂、立德树人的本职工作。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张丽博学多才、
勤奋进取、深钻业务，始终谨记并践行陶
行知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者
之道，爱生如己，教生如子，待生如友，用
爱心、责任、智慧引导学生正向、积极、健
康成长。多年来，她始终坚守在教学一
线，常年担任毕业班语文教学工作。9月
6日，张丽走进课堂，翻开书本，上了一堂
生动的语文课，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课

后围着她请教问题。同学们说，张老师
犹如一部行走的“名著”，温文儒雅、知识
渊博，深受大家喜爱。

多年来，张丽始终坚守以“研”为
先、以“行”为重的教科研理念，积极
破解教育教学难题。近五年在《中小
学管理》《中国教师》《基础教育参考》

《未来教育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共8
篇；参加中国教育学会论文大赛、重
庆市基础教育论文大赛等获一、二等
奖共4篇；针对青少年职业规划家庭
培养问题，参与编写著作1部；课题研
究及成果推广方面，她主研国家级、

市区级课题3项；主持国家级子课题、
区级课题2项。1项课题成果（论文）
收录于著作《适于脑的课堂探索和实
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谈及对学生们未来的期望和自
我工作打算，张丽表示，教育是用一
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自己将坚持
言传身教，做学生的引路人，指引他
们成为修身、齐家、爱国、知天下的新
时代有为青年。

重庆市“新时代好老师”张丽

做学生的引路人
○记者 谌永恒 文/图

张丽为孩子们答疑解惑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摄影报道）9月6日，记
者从区委网信办获悉，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时间为9月5日至9月11日，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我
区各镇街和相关部门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
动，深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技能。

“老乡，来了解一下网络安全知识，遇到网络
诈骗避免上当……”当天上午，太和镇文化服务中
心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区委网信办
负责人、太和镇相关负责人一起开展网络安全宣
传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向群众发放了网络安全
宣传资料，认真讲解了网络安全防范及法律常识
等相关知识，热情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活动吸
引了众多居民积极参与，领到网络安全宣传手册
后，他们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并面对面聆听志愿
者讲解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这两年网络诈
骗比较多，我平时对网络安全知识不太了解，今天
这个宣传活动让我了解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这
些宣传资料还可以带回去给家里人学习。”一位参
加活动的居民说。

随后，区委网信办负责人为太和镇机关干部
举办了网络安全知识讲座，分析说明大量的网络
安全事例，阐述了网络安全与个人基础信息安全
的重要意义。当天下午，区委网信办人员组织北
新巴蜀小学学生参观了360网络安全协同创新产
业基地，内有关网络安全方面的项目。

活动中，全区相关镇街、部门深入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网络安
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以及视察重庆重要
讲话精神，深入宣传网络安全相关的重要法律法
规、政策文件和国家标准，通过展览、论坛、竞赛、
短视频征集、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线上与线下充
分结合，发动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网络安全宣传教
育活动，全面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
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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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观360网络安全协同创新产业基地

她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全国乡村
优秀青年教师，重庆市劳动教育优秀校长、骨干
教师，乡村少年宫优秀负责人，中国陶行知研究
会理事重庆市陶研会常务理事……她从教 17
年，扎根乡村 15 年，任职校长 12 年，是一位“80
后”校长。她就是获评2022年重庆市“新时代好
校长”荣誉称号的花果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沈
小燕。

9月6日中午，随着下课铃声响起，沈小燕放
下手上工作赶到学校大门口，引导孩子们排好
队，有序离校，不时提醒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回家
一定要午休，为下午的课程养精蓄锐。挥手告别
了返家学生，她又急匆匆地赶到学校食堂，查看
在校用餐学生的饮食情况，悉心叮嘱大家不挑
食、不浪费、荤素搭配、细嚼慢咽，把身体长得棒
棒的。这位“80后老校长”用细致入微的爱温暖
着校园每个人。

她扎根乡村，任村小校长10年，是留守儿童
的“代理家长”，对孩子们实行生活、学习双帮扶，
教会他们洗衣、做饭等生活技能，挖掘学生特长
天赋，教他们书法、舞蹈等才艺；她情系乡村，是
村民们的“及时雨”，谁家孩子要找工作，谁家的

猪、牛需要售卖，总能看到她忙前忙后的身影；她整合资源，将学校周边
二十多亩荒地打造成荷花园、果园、菜园、民俗园等，让其成为学生课余
生活的实践地、村民闲暇生活的打卡点，实现乡村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2020年，她来到花果小学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面对新学校、新
任务，她秉承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关心关怀青年教师和学生成长，构建
家校共育体系，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她的带领
下，学校荣获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实验学校、重庆市教育学会会员单位、重
庆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特色学校、合川区家校社共育实践学校等荣誉
称号。在科研工作中，沈小燕一边研究，一边实践，一边提炼总结，参与
重庆市《劳动教育指导手册》的编写，主编《生活育人》一书，开发《手脑双
挥》《知行合一》等校本课程，主持的《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在乡村小规模
学校的实践探究》被重庆市教委列为重点培育成果，撰写的二十多篇论
文在《人民教育》《生活教育》等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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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小燕在食堂查看孩子们饮食情况

重庆日报讯（记者 周尤 何春
阳）9月6日，2022重庆网络安全宣传
周启动。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
信办、市教委、市公安局、市文化旅游
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人行
重庆营管部、市通信管理局、国家网
信安全中心重庆分中心联合举办。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将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持续到9
月11日。

宣传周期间，将通过高峰论坛、
云展馆、攻防赛事、六大主题日、有
奖知识问答、网络安全进基层等形
式，依托报刊、电视台、网站、新媒

体、户外媒体等渠道，深入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
思想，广泛宣传《网络安全法》《数据
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进一
步树牢网络安全理念、普及网络安
全知识、推广网络安全技能，切实营
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
氛围。各区县和市级相关部门将组

织开展网络安全“八进”宣传普及活
动。

启动仪式现场，公布了 16 家网
络安全优质服务企业（机构），举行
了奇安信态势感知研判系统捐赠活
动。市内专家、市级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2022年9月7日《重庆日报》）

2022重庆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近日，2022重庆网络安全宣传周
在巴南区正式启动。活动将在一周
时间内推出重庆网络安全高峰论坛、
六大主题日宣传等活动，帮助市民群
众提高安全意识，增强防护能力。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网络安全关
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政府、机
构、企业和个人。守好网络安全防
线，时刻不能松劲；保障网络安全，要
靠我们每一个人。

网络安全，就在你我身边。对许
多人而言，可能认为网络安全就是一
个诈骗电话或钓鱼邮件，只需提高警
惕就不会上当。其实，运动轨迹、人脸

信息、消费记录等敏感信息，甚至快递
面单、外卖消费单等，同样关联着网络
安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
及，将每个人都置于网络触达的地
方。近年来频频见诸报道的失密、泄
密案件，就是个人身上出现了网络安
全缺口，以至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

网络安全面临的态势，从未像今天
这样严峻。近日，西北工业大学遭受美
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的报道刷了屏。
外交部发言人也在发布会上指出了美国
长期无差别监听中国手机用户的事实。
面对内在和外在的网络安全问题，外来
的安全风险可以通过国家力量主动防御

来消除，内部的安全隐患则需要通过修
炼好内功来击退。今年宣传周主题中的

“网络安全靠人民”，就为我们保障网络
安全，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
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
率74.4%，网民规模10.51亿。面对这
样的规模，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不是
几个部门单打独斗能办成的事，而是
需要凝聚共识，建立社会广泛参与机
制。通过网络安全宣传周这样的专
题活动，将相关知识送进机关、企业、
学校和社区，送进青少年、中老年人
等重点群体。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让

人人都置身事内，担起责任，从我做
起，从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做起，自
觉做网络安全的维护者。依靠人民
群众，汇聚起维护网络安全的强大力
量，构筑起守护网络安全的长城。

网络无声，安全有界。以今年的
网络安全周为契机，用通俗易懂、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网络安
全知识、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升网
络安全防护技能，推动网络安全理念
在重庆落地生根，筑牢全民网络安全

“防火墙”，让市民在网络空间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2022年9月7日《重庆日报》）

网络安全，靠我们每一个人
○臧博

重庆日报讯（记者 周尤 何春
阳）9月6日，2022重庆网络安全宣传
周活动启动。

市委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除
开展网络安全高峰论坛外，今年的网络
安全宣传周活动将举办网络安全体验
展、网络安全赛事、网络安全优质服务
企业（机构）推荐活动、网络安全普法短
视频作品征集等10大类重点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为集中展示重庆
市网络安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人
才培养、宣传教育等各方面取得的

丰硕成果，网络安全体验展将首次
以线上“云展馆”（http://cq.cqnews.
net/cqqx/html/col1810828.html）的方
式和观众见面，集中展示重庆在网
络安全产业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展馆中包含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华为鲲鹏高性能计算平台、城市安
全运营大脑、云安全、智能网联汽
车、区块链电子签章、星地一体量子
通信、数字人民币、未来银行智慧营
业厅、3D双目结构光学成像、智能车
联网等“黑科技”。除了网络安全成

果，观展者还能通过观看趣味动漫
学习《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
法》等网络安全法律法规。

与此同时，今年重庆网络安全宣
传周将继续举办六大主题日活动。
分别是：9 月 6 日由市教委牵头组织
开展校园日活动；9 月 7 日由市通信
管理局牵头组织开展电信日活动；9
月8日由市公安局牵头组织开展法治
日活动；9 月 9 日由人行重庆营管部
牵头组织开展金融日活动；9月10日
由团市委牵头组织开展青少年日活

动；9月11日由市总工会、市妇联、国
家网信安全中心重庆分中心共同组
织开展个人信息保护日活动。

宣传周期间，主办方还将利用江
北“十屏联动”及渝中、沙坪坝、渝北等
重点商圈户外大屏，轨道灯箱广告屏、
公交车车载显示屏、机场航站楼显示
屏、社区电梯广告屏等，广泛开展公益
视频、标语和海报宣传，以线上与线下
结合的形式，深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增强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据2022年9月7日《重庆日报》）

2022重庆网络安全宣传周首推线上“云展馆”

日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通报了重庆市2022年度“新时代好少年、好老师、好家长”评选结果，我区9人获评重庆市“新时
代好少年”“新时代好校长”“新时代好老师”“新时代好辅导员”“新时代好家长”。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其中部分教育工作者，展示他们的教育教学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