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打沉浸式学习

向振宇2020年夏季开始关注付费自习室，在走访多地

考察后决定在乐山开店。目前自习室的盈利情况并不是很可

观，“前期投入的比较多，后期回本也慢。”向振宇感慨

道，但自习室行业前景比较广阔，提升学历、考取证书、考

入公职、强化知识储备，已经成为学生、职场人士的“必修

课”，一时间免费的社会自习资源或许无法满足当前人们的

学习需要。市场上类似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后期盈利方面

可能会有好转。“考虑再开一家，但是地段和硬件设施是需

要主要考虑的，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

“选择自习室的人，首先是打算要潜心读书备考的

人。考公务员、考研及参加司法考试的大军。如果只是休闲

看书，人们可能不会成为自习室的客户。”在乔琴看来，付

费自习室其实是城市公共资源的替补。相比在家自习，付费

共享自习室，除了能获得一份安静的学习环境之外，还有一

种激励的意味。“缺位效应”让付费自习更容易被接受，借

来的书比买来的书读得更快、更认真。同时，用钱换来的安

静学习时间，也让自习者能倍加珍惜，对自习浪费的时间，

会有一种“负罪感”，学习效率因而会显得更高。

业内人士表示，收费自习室缓解了社会上公共学习场

所不足的问题，不过还是建议应该多增加公共学习场所，让

想要读书学习的人有更多的选择。“值得提醒的

是，付费自习室作为公共空间，在卫

生安全上应该做到位，一些无人

管理的自习室，有些自习者或

者办公者可能会学习到深

夜，管理人员没有全程在

场，也可能出现一些安全

的隐患。经营者应该通过

适当的措施或者学习时间

的把控来保障顾客使用期

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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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将乐山第二气

源工程（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进行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及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全文链接：

链接：

提取码：vbko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按照建设单位联系方

式联系查阅纸质报告。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该项目的单

位和个人。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等

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

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名称：乐山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刘春霞

电话：18328024655

通讯地址：乐山市市中区海棠路6号

电子邮箱：245076421@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日期起10个工作日。

乐山第二气源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https://pan.baidu.com/s/1e8tHsaLYPErWfM_FgA7sJg

乐山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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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首百年奋斗史，站在珠峰

望未来”党史学习教育、高端论坛等系列活动在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举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人大原副主任尼玛次

仁，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原副局长严铁雄，西藏地矿局原总工曹佑功

等20余名老领导、老专家出席。

4月13日，论坛开展了两场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报告会，学校600余

名师生代表参加了报告会。

成都地调中心原纪检书记、教授级高工王全海作了“弘扬老西藏

精神，造就新时代英才”的报告，用详实的数据、案例和历史资料为

大学生们再现了当时艰苦卓绝的西藏地质发展史。学校资源勘查与土

木系系主任李金高教授以“党性、信仰、奉献”为关键词，阐述了

“老西藏精神”基本要义，并号召广大师生，在新时代要把“老西藏

精神”作为一面镜子，对照自己，用自觉行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

现责任与担当。

吉林大学博导、教授李才用老照片和历史资料讲述了老一辈地质

专家们响应时代号召，自力更生、吃苦耐劳、边疆为家、无私奉献的

故事。他勉励青年朋友们，在全新的征程中要敢于肩负使命， 自觉成

为建设祖国的主力军，要学习真知识、练就真本领，接下接力棒，做

新时代祖国的特种兵。

专家们讲述的西藏地质的珍贵记忆、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创造的伟

大成绩，让在座每一位师生对“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

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有了更深刻的领

悟，这种“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

鼓舞着大家继续前进。

据悉，举办论坛的地方是中国核聚变研究的摇篮，是第一代“人

造太阳”实验装置的诞生地，是同样流淌着艰苦奋斗，矢志报国红色

基因的地方。此前，中核集团原副总工程师、国家科技部核能领域首

席专家冯运昌、金殿英等老专家们来学校，重返核聚变研究故地，回

顾历史，为师生代表讲党史、中国核工业史、聚变发展史。

从先辈们非凡的历程中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成都理工

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不断加强专业建设，将核工程专业、地质学专业建

设为特色专业，与中核集团各成员单位、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四川

省地质矿产局等多家企事业单位共建教学实验平台，着力培养新时代

人才，继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建功立业，升

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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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西藏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

时光无言，历史记忆鲜活如昨；精神有声，辉煌成就永印人心。当一批满怀炽热家国

情怀，扎根世界屋脊的地矿前辈们相聚在承载着中国核聚变研究辉煌记忆和老一辈核科技

工作者坚定信仰的见证地——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会诉说怎样的峥嵘岁月？



新闻周刊
专 题 132021年4月22日   

编辑：高瞻 版式：马煜航

︵
本
版
图
片
由
贾
玉
成
摄
︶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之际，

除开展有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报告会外，还开展了“回首百年奋斗史，站在珠

峰望未来”主题论坛。

会上，学校党委书记柯崎代表学校对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

迎。柯崎指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首百年奋斗史，站在珠峰望未来”主题

论坛的召开意义重大，这既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也是一段红色记忆的

深情回首，更是“老西藏精神”的精彩再现。

柯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示“广大干

部要发扬老西藏精神”，这种“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

更高”精神正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精神标杆，学校将站在新高度

展望未来，秉承和弘扬中国核工业、地矿行业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化特色，

深挖内涵，不断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持续推动教学改革和创新发展。

副院长柳建从学校规划、人才培养、师资科研等方面作了学校建设发展

情况介绍。

尼玛次仁在会上讲述了西藏地质的前世今生。珍贵的西藏地质记忆，深

厚的家国情怀和创造的伟大成绩让与会人员深深感动。尼玛次仁对学校大力弘

扬“老西藏精神”和中国核工业精神，传播红色文化，在军工三线老基地上取

得辉煌的教育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自豪地表示，“我们要感谢中国共产党，没

有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就没有美好的今天，我们有幸身处一个美好时代！我

们更要始终坚持‘老西藏精神’，矢志不渝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议期间，四川省华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地矿局成都水文

地质工程中心）、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攀西地质队与学校签署产教融

合战略合作协议。

在为期5天的“回首百年奋斗史，站在珠峰望未来”主题论坛中，还开展

了地质类专业建设研讨会，专家与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座谈会等系列活动。

学术研讨与红色记忆融合主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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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真实养娃”样本

作为又一部将亲子教育、代际关系等社会议题“摆上台面”的影视作

品，由宋佳、佟大为、蒋欣、李佳航等人主演，张国立特别出演的《小舍

得》将镜头对准矛盾最集中的“小升初”阶段，将再婚家庭的复杂、家长

和孩子的对撞、教育理念之间的火花有了层次更丰富的展现，用温暖与话

题并存的方式理性讨论了中国式家庭和教育。

一部深挖教育题材富矿的“家庭剧”，《小舍得》能带给行业怎样的

创新和突破？在水面之上的争议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副关于中国万万千

千家庭对于教育和情感关系的“众生相”。

作为聚焦教育的现实题材之作，《小舍得》将话题瞄准“小升

初”，成长环境差异极大的三组家庭，在家庭观念和教育理念上必然

也存在了极大差异。

“精英家庭+快乐教育派”：猫妈南俪（宋佳饰）与丈夫夏君山

（佟大为饰）相同的育儿理念就是培养孩子的快乐童年；反观“重组

家庭+鸡娃派”：虎妈田雨岚（蒋欣饰）的行事方式，“唯分数论”和

“应试教育”导向，把“攀比孩子成绩”作为最大的人生追求，两个

家庭教育理念的截然不同引起的巨大对撞，使得剧情一开播就牢牢抓

住了观众的心。

在《小舍得》这部剧里，读五年级的儿子说了一句扎心的话：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小舍得》想传

递给公众的正是“唯成绩是论”的负面影响。最近被誉为“鸡娃界标

杆 ” 张 一 得 儿 子 突 然 自 杀 身 亡 ， 引 起 了 社 会 重 新 思 考 教 育 的 本

质——“是做一个优秀的人，还是做一个快乐的人”？

可以说《小舍得》的播出，正恰逢整个社会在思考教育本质的十

字路口上，“校外培训机构满天飞、制造焦虑、贩卖焦虑……”这些

问题不仅被投以政策层面的关切，还通过最真实的方式展现在电视荧

幕之上，这正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价值。正如徐晓鸥所说，《小舍得》

是想“为焦虑找到出口”，提供了一些方法和逻辑，找到情绪的纾解

之道——如同剧名想要传递的价值观一样，“有舍才有得”。

直面“养娃难”，

《小舍得》高能“现身说法”？

作为“小”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小舍得》在切口和视

角上做了更丰富的延展，通过展现一个复杂大家庭内三代人的

代际冲突对撞，突出家庭内部纵向上下不同辈分之间的交流，

以及横向来看平辈之间的交流，升级了“中国式教育”的年龄

跨度。

虽 然 核 心 话 题 是 教 育 ， 但 《 小 舍 得 》 保 留 了 《 小 别

离》、《小欢喜》等剧一贯沿袭的“温暖现实主义”底色，比

如对男性主义角色不刻板印象的“颠覆”、以及赋予“女性”

角色温柔的母性和内涵，巧妙化解了性别矛盾上的对立。甚至

在部分一线城市的相关政策——“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入

学便利，鼓励教育公平”也有充分展现，不失明亮的底色和对

“大社会”的思考。

临摹多元“中国家庭”样本，

《小舍得》的独特“烟火气”

(本报综合，图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