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19年4月13日 星期六
编辑江亚萍 组版王贤梅 校对刘 洁江淮联播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

中安徽记者从省有关部门获悉，安徽省智慧学校建设

总体规划（2018—2022年）于日前公布。我省明确提

出通过智能化设备提供家校互通服务，帮助家长实时

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及在校表现。

□ 记者 祝亮

我省网络学习空间
师生注册率均达100%

权威数据显示，我省现有中小学校（不含幼儿园，

下同）11580 所，在校学生 751 万人，教师 48 万人，其

中乡村中小学校6419所。近年来，我省扎实推进“三

通两平台”建设，不断提升广大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教育信息化试点省建设取得

积极进展。2017年，我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综合水

平位居全国第7位，教学应用位居全国第1位，为智慧

学校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2017年底，全省普通中小学宽带接入率、校

园网建有率、班级多媒体覆盖率分别为100%、100%、

99.27%；师机比、生机比分别为 0.88:1 和 7.85:1；网络

学习空间师生注册率均达100%。首创在线课堂教学

模式，实现教学点全覆盖。

2022年基本建成全覆盖的
优质数字资源体系

根据规划制定的目标，2019年，完成50%的贫困

地区教学点智慧课堂建设任务，建成16%的乡村中小

学智慧学校，各市学业评价系统全部建成；到 2020

年，实现贫困地区教学点智慧课堂全覆盖，建成 46%

的乡村中小学智慧学校。智慧学校建设体制机制进

一步健全；到2021年，完成50%的非贫困县教学点智

慧课堂建设任务，建成 72%的乡村中小学智慧学校。

优质数字资源进一步丰富，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到

2022 年，实现教学点智慧课堂全覆盖，乡村普通中小

学全部达到智慧学校建设要求，城镇中小学基本建成

智慧学校。基本建成覆盖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的优

质数字资源体系。我省智慧学校建设和应用水平居

于全国先进行列。

提供家校互通服务
让家长实时了解学生在校情况

在智能服务方面，我省将利用智能化设备构建互

联互通的智慧生活环境，搭建安全、健康、便捷的学校

生活服务新体系。

完善智能校园安防机制，利用视频监控、智能传

感器等设备系统实现对学校重点区域的安全监测与

管理全覆盖。提供家校互通服务，帮助家长实时了解

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及在校表现，加强家长与教师、

学校管理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实现家校共育。

智能感知终端将记录学生校园行为
我省将利用智能感知终端记录学生校园行为，引

导学生自主开展日常行为管理，强化美德行为，促进

数据支撑下的不良行为的自我矫正。发挥心理教室

和心理健康教育平台作用，通过线上线下疏导教育和

针对性辅导，关注特殊群体，提供实时服务支持。实

现网络实名认证和多平台互联互通，强化学生线上行

为记录管理，培养良好的上网习惯。建设课后服务管

理系统，积极拓展中小学课后服务内容和方式方法。

实现学校重点区域的
安全监控全覆盖

我省将升级改造校园网络系统，农村学校班均带

宽接入速率达到5M以上，城镇学校达到10M以上，鼓

励光纤入班。在校园网络系统基础上建设校园物联网

系统。建立网络安全制度及管理体系，制定网络安全

应急预案，提高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校园安

防监控系统，实现学校重点区域的安全监控全覆盖。

构建走班排课系统
提供走班排课、学情诊断

根据新高考对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要求，构建走

班排课系统，提供走班排课、学情诊断管理等功能，实

现智能化的成绩采集、数据分析、考核评价等，解决学

情数据采集、智能组卷、智能批改、智能学情动态诊断

和个性化辅导等关键问题。

“智慧课堂”
搭建的平台课后自主学习

此外，围绕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解决“三点

半”难题，建设课后服务管理系统。引导学生通过“智

慧课堂”搭建的平台课后自主学习，鼓励教师依据课

堂采集、分析的“大数据”结果对学生进行差异化辅

导。在课后向学生开放创新实验室、数字化探究实验

室以及计算机教室等，对学生进行兴趣辅导养成，提

升学生综合素质。

登八公山感受楚汉文化
八公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拥有大小

四十余座山峰叠嶂，方圆二百余平方公里。山

不高水不深，却处于“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

重要位置。因历史上战事频繁，遗存丰富，传

说颇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风声鹤唳，草

木皆兵”的动人故事和神话传说，使得八公山

闻名遐迩，平添无限神韵。

八公山还是不折不扣的森林公园，无论

是丰富的林木植被还是70余种药用价值较高

的植物，很早就被风景区的管理者们和专家进

行保护性质的研制开发和利用。阳春时节，梨

花桃花竞相怒放，夏天群山青黛鸟语呢喃，秋

天叶红似火，冬季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遍布的古泉，温润着一方沃土。八公山拥

有洗云泉、玉露泉等二十四个名泉山涧。而被

开发出来的汉淮南王宫、登高台、白塔寺、青琅

轩馆、石林、忘情谷等景致迷人，令人流连忘返。

环寿县古城忆淝水之战
在八公山下淮河南岸有座美丽的古城，

这就是国家历史名城——寿县。记者一行来

到此处，注视着古老的城墙，摩挲着粗糙的砖

石，恍惚中，有种超越时空的悠远，仿佛闻听

到了苍凉的声声羌笛，感受到铁马金戈铿锵

的雄壮。

记者登上古城墙，看到东门城楼宾阳楼

上，本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寿州大鼓传

人柴现修正在讲述《赵匡胤困南唐》的故事。

历史上，寿县是中原通往江南的咽喉，是

兵家反复争夺的地方。同时古城四面临水，千

百年来屡遭战火和洪水的洗劫，历尽沧桑，屡

毁屡修，到了宋代寿春城才得以全面修建，今城

内仍可见到印有“建康都统许俊”字样的墙砖。

记者了解到，引江济淮工程寿县段已于

去年全面启动，工程完成后，寿县可以依托运

河建设江淮运河生态旅游经济带，带动全县文

化旅游、航运交通、现代农业及相关特色产业

发展。

品豆腐宴探究制作工艺
来淮南，肯定要吃豆腐，这是淮南市的传

统名菜，也是一道不可辜负的美味。

2000 多年前的八公山麓，汉淮南王刘安

在求仙炼丹的过程中发明了豆腐，被记载于

《本草纲目》，八公山遂成为天下豆腐的发源

地。豆腐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人体必需

的八种氨基酸，绿色营养。

记者了解到，从 1992 年开始，淮南就形

成了以八公山豆腐为主题的中国豆腐文化

节。每逢节日期间，宾客云集，文化压轴，商旅

唱戏，品尝豆腐美食，观览八公美景。

如今在淮南地区，用八公山豆腐烹制的

豆腐宴，就有一百多种菜肴，豆腐也被烹饪得

淋漓尽致，有的飘散在水中细若发丝，有的内

里包裹着各种馅料，有的浸染多色煎炒炖炸，

清淡中藏着鲜美，品尝时清爽生津，风味独特。

依托古城和八公山森林公园，寿县以豆

制品加工为基础，加入娱、购、食、住、行等旅游

元素，建设八公山豆腐小镇。2017 年 9 月，寿

县八公山豆腐小镇获批安徽省第一批省级特

色小镇。

“伢，以后你在校一举一动爸妈都知道”
安徽省智慧学校建设总体规划公布

本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寿州大鼓传人柴现修正在

讲述《赵匡胤困南唐》的故事

在淮南 寻踪千年楚文化

日前，记者跟随“春游江淮请您来”百家媒体旅游

推介采风团，来到了素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之称的

淮南。趁着春色正好，探索这方蕴藏着浓厚历史人文

气息的土地，追寻当年淝水之战的壮烈场面，寻踪千年

楚文化的独特魅力。 □ 记者 徐越蔷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