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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地到“种”高科技产业
——“改革村”的新思维

这是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中西部教育信息化见闻

第六届“川博杯”四川少年儿童书画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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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知道什么是音乐节拍,到

跟着“大电视”里的老师唱歌跳舞；

从读课文只能凭想象,到网络视频

呈现战争画面；从“一支粉笔一块黑

板擦”,到手机直播教全县学生——

教育信息化已经在全国乡村学校生

根发芽。

近日,笔者在湖南、云南、江西

等地采访了解到,山区学校通过一

根网线、一部手机、一块屏幕等联通

外部世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有乡

村教师告诉笔者,让孩子们看见更

大的世界,就是我们送给孩子的最

好礼物。请跟笔者一起走进大山、走

进老区……

◆“大电视”促知识的种
子在山窝里开花

儿童节前夕,9岁的龙欣雨通过

黑板上的大屏幕与在浙江打工的父

亲视频聊天。龙欣雨是湖南省花垣

县十八洞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莽莽

群山深处的十八洞小学,通过一块

屏幕架起了通往山外的桥梁。

“‘大电视’里可以看见爸爸妈

妈!”“这里有老师给我们画很漂亮

的画!”“电视里的老师唱歌真好听

呀!”“好多小朋友和我们一起上

课!”……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起对

“大电视”的喜爱。

孩子们眼中的“大电视”,就是

镶嵌在黑板中间的网络联校大屏

幕。花垣县双龙镇排碧学校是十八

洞小学的中心校,电教老师龙浩宇

记得,第一次用“大电视”联通中心

校和村小上音乐课,当音乐响起,老

师说“小朋友们,跟着我一起打节

拍”,中心校的孩子们举起了双手,

村小的孩子们却愣住了。

老师们这才发现,村小的孩子

不知道什么是节拍,这让他们下定

决心,要用教学信息化手段,让知识

的种子在山窝窝里开花。

如今,十八洞小学不仅与中心

校互联,还和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

属小学、北京朝阳区实验小学开展

线上活动。“架起一座桥、打开一扇

窗,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

模样,这是山里娃最需要的节日礼

物。”龙浩宇说。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教育信息化

2.0试点省的湖南,2018年在全国率

先以省政府名义出台了“互联网+教

育”行动计划,目前全省“校校通”比

例高达 96.11%,中小学校配备多媒

体设备的教室达 14.81 万间,“湘教

云 ”教 育 信 息 化 应 用 覆 盖 1100

万人。

◆“信息桥”使革命老区
孩子有了多彩的童年

教室里的“班班通”正播放着学

校举办的儿童节文艺汇演回放,在

视频里看到自己和同学表演的节

目,12 岁的井冈山小学五年级学生

刘耔麒害羞地笑了。刘耔麒告诉笔

者,“班班通”有着神奇的能量,能让

书本上的知识“活”起来。

英语课堂上,通过网络视频与

外教面对面交流,这在过去难以想

象。“外国老师在视频中告诉我们,

很多德国人爱花,但他们把花种在

屋外,这样可以让更多人观赏”,刘

耔麒说,“外教就好像在我们身边

一样。”

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云说,全

校 57 个班都通过“班班通”接入互

联网。在井冈山地区,“校校通”“班

班通”覆盖了所有乡村学校。

笔者了解到,截至2018年底,江

西省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 99.13%,

多 媒 体 教 室 占 普 通 教 室 比 例 达

92.7%。“信息桥”联通了孩子们和外

面的世界,他们拥有了视野更开阔、

更多彩的童年。

◆ 手机直播让老教师有

点“潮”

嘴边戴着耳麦、腰里别着扩音

器,56 岁的康龙初在电子白板上挥

洒自如。这位有着 37年教龄的老教

师有点“潮”——除了自己班上的课

会被手机直播外,他还在全景平台

上为全县初三学生上课,每次都有

1800多名学生听课。

康龙初是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

县民族中学的物理老师,1988 年他

从湖南常德来到沧源时,上课就靠

“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擦”。现在通过

多媒体可以随时播放视频、动态图。

“比如阿基米德定律,孩子们看了视

频马上就懂了。”

沧源县位于云南西南部,全县

99.2%的面积都是山区。康龙初还记

得,早些年送教下乡,在崎岖的山路

上坐车,一趟就是几个小时,很多老

师都会晕车甚至呕吐。“现在足不出

户就可以送教,听课人数大幅增加,

效率也提高了,我一节课可以讲过

去三节课的内容。”

“全景平台可以让学生们充分

享受优质教学资源。”沧源县教体

局局长杨权文介绍,全县选出 55位

教师组成冲刺备考先锋队讲师团,

以专题方式梳理考点、真题等,对

中小学 12 个学科进行同步教学并

直播给全县各毕业班,“这样可以

提高复习备考的效率,对孩子、老

师都有好处。”

沧源县副县长杨金勇介绍,目

前全县所有中小学都参与到全景学

习平台。除了充分挖掘内部动力,实

现最大范围的资源共享外,沧源县

还与昆明、青岛等地中小学开展了

教育结对帮扶,实现了办学水平、教

学管理、教师能力等多方面提高。

（新华社 袁汝婷 白靖利 沈洋)

“你一个农民,还想搞创投?”

深圳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

被村民质疑了。

事情的起因在于,他想带着村

子做创投。

南岭村是广东有名的“改革

村”。改革开放初期,这里是一个人

均年收入不到100元、集体资产只

有7000元的村子。

1982 年冬,村子拿到了 43 万

元国家征地补偿款。南岭村面临

第一次抉择——大家分了还是搞

企业?

南岭村老村支书张伟基和村

民认真讨论后认为,农村摆脱贫

困,归根到底要依靠集体。统一思

想后,大家把钱集中起来建厂房,

引进港资兴办了村中第一家来料

加工厂。此后,“三来一补”成为南

岭村的发展支柱,集体经济迅速

增长。

2015年,已经致富的南岭村再

度面临抉择。这年,南岭村社区集

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仅为 4%,在

此之前则一直保持着两位数以上

的增长。

“为落后产能当‘房东’,还能

富多久?”张育彪问村民。

一个村子用什么实现梦想?土

地、房子?南岭村给出了不一样的

答案——不靠看天吃饭的种田种

地,也不靠“种”房子收租金,而是

靠投资高科技公司,“种”高科技项

目,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南岭村开始搞收购,探索成立

自己的投资平台。2017年,村里投入

3亿元设立了深圳市首个社区股份

公司 创 投 基 金, 招 聘 专 业 投 资

团队。

紧接下来的一个决定让村民

中的争议更大了。南岭村的一些旧

厂房租约到期,村里不少人觉得,

应该继续租给企业,这样管理轻

松,数千万元的收入也有保障。

“宁愿不赚钱甚至亏钱,也要

把路子转过来。”张育彪说。

旧厂房进行改建,成了“1983

创意小镇”。

1983 年是南岭村委会正式成

立的年份,创意小镇得名于此。

“特区精神就是敢闯敢试。”张

育彪说,这个名字代表着新一代年

轻人对南岭村传统的继承。

深圳康体生命科技公司是小

镇第一批“镇民”。刚入驻时,公司

负责人杜孩很担忧,“毕竟城中村

都靠租房子”。

与南岭村班子接触后,杜孩打

消了顾虑,“改革村”包容性很强,

对孵化的科技企业支持力度很大。

现在的“1983 创意小镇”,一

批顶尖专家、创新企业成为“新住

民”。研发新型抗体、孵化产业互

联网生态、设立留学生创业孵化

基地……高科技公司的“种子”不

断发芽生长。

从有色领域工业原材料电商平

台“51有色”,到人工智能创业企业

深知未来,再到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劲鑫科技……“我们仔仔细细做尽

职调查,经常看数百个项目才投一

个。”在投资行业有近10年从业经

验的南岭基金公司投资总监蔡智

说,南岭基金突出“一药一芯智能

制造”特色,重点关注 5G通信、人

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

从种地到“种”房子,再到“种”

高科技项目,如今的“改革村”,已

拥有两个专业投资机构、一个生物

医药加速器、数个科创产业园区,

投资孵化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水

下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

近10家初创企业。

“通过科技创新,我想带着村

民敲钟上市。”张育彪说。

2018年,南岭村集体经济固定

资产约 35 亿元,村民年人均收入

约15万元。（新华社 蔡国兆 孙飞)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

者 李林晅）6 月 1 日，以“我的祖

国 美丽的家乡”为创作主题的第

六届“川博杯”四川少年儿童书画

大赛在四川博物院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孩子们诵读了诸

葛亮《诫子书》，150 名少年儿童

以国学经典、古诗词、名章佳句

等为书法、绘画素材，现场挥毫

创作，并上台展示书画作品，讲

述灵感来源，表达对祖国和家乡

的祝福。

大 赛 旨 在 通 过 少 年 儿 童 书

法、绘画作品的征集、评选、展览

等一系列环节，号召更多少年儿

童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实践，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文

化自信。本次书画大赛征稿时间

为 6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四川地

区 6 岁至 18 岁热爱书法、绘画的

青少年均可免费报名参赛，经过

网 络 展 示 投 票 、专 家 评 选 等 环

节，大赛将评选出 300 幅优秀书

画作品在四川博物院进行展示。

据悉，“川博杯”少年儿童书

画大赛活动自 2011 年创办以来

已成功举办五届，受到四川中小

学校师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

应 。前 五 届 活 动 共 收 集 作 品

17200 余 幅 ，评 选 出 展 览 作 品

5000 余幅，义卖作品 1400 余幅。

图为活动现场。

52个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街道年底亮相成都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垃圾分类

就是新时尚——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

日前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百伦广

场举行，吸引了众多群众驻足。据了

解，此次活动由成都市分类办、市城

管委联合郫都区分类办、区综合执法

局共同举办，旨在顺应人民群众对美

好环境和幸福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改

善城乡人居环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郫都区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27

名社区居民志愿者颁发了奖状，鼓励

他们继续践行“垃圾分类就是新时

尚”。同时号召广大居民要有“主人

翁”意识，积极争做垃圾分类的参与

者，把垃圾分类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

式、新的生活态度和新的生活理念，

当成一件“时尚”的事，为自己的美丽

家园贡献一份力量，为成都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和美丽宜居

公园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据介绍，2018年成都市着力强化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顶层设计，紧抓生

活垃圾分类“前分后混”和“抛冒滴漏”

两个关键问题整治，不断健全分类投

放、分类收运两个体系建设。截至目

前，全市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居民累

计达 241万户，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覆

盖率达38.7%。计划到今年年底，全市

将建成 52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道

（镇），持续推进前端分流减量工作。

成都夯实
校园生态环境教育基础

本报讯（李林晅）为进一步深化

学校生态环境教育，提高青少年生态

环境素养，普及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

理念，近日，四川省成都市生态环境

局联合成都市教育局召开了2019年

成都市学校环境教育工作培训会。

大会通过专题讲座、互动交流、

录像片观摩等方式，让参训人员了解

了生态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大

会对2019年成都市学校生态环境教

育工作要点进行了部署，并表彰了

2018 年“生态成都·我来讲环保”中

小学环保微视频大赛获奖者。

据了解，近年来，成都市不断更

新生态环保教育理念，加大生态环境

教育力度，坚持与区（市）县上下联

动，以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教育活动

为载体，积极引导师生参与生态环境

保护，切实提高了广大师生的环境意

识和生态理念。

本报讯（记者 胡
桂芳）“感恩祖国·

拥抱未来”2019 年

四川省总工会关爱

农民工子女专场活

动近日走进德阳市

中江县辑庆镇中心

小学。热情的歌舞、

神奇的魔术、深情的

诗歌朗诵等，让在场

的农民工子女和留

守儿童开心不已。活

动现场，留守儿童还

与外出务工家长视

频连线，场面温馨感

人。随后，四川省总

工会向农民工子女

和留守儿童代表送

上了中华全国总工

会女职工委员会及

四川省总工会赠予

的“大礼包”。

记者了解到，长

期以来，四川省总工

会高度重视儿童关

爱保护保障工作，深

入开展系列职工子

女关爱活动，不断推

进工会普惠性服务

落到实处。自今年 5

月中旬起，四川省总

工会陆续赴泸州、巴

中、德阳、资阳、甘

孜、攀枝花等地，为

农民工子女、留守儿

童及职工子女送去

温暖与关爱，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浙江启动首届户外大会
让绿水青山“动起来”

新华社杭州6月 1日电（记者 夏
亮）浙江省首届户外大会 6月 1日上

午在湖州德清莫干山举行，这也意味

着一场贯穿全年，集水、陆、空时尚户

外运动项目于一体的运动大会正式

拉开帷幕，通过户外运动人们将感受

到绿水青山“动起来”的魅力。

浙江省首届户外运动大会以“运

动浙江，户外天堂”为主题，将着力打

造“立足浙江省，面向长三角”的户外

运动时尚盛会，同时体现“办会在德

清，运动莫干山”“展示户外运动，体

现时尚生活”的特色定位。

大会活动贯穿全年，将呈现高空

滑索、丛林探险、桨板等一系列集水、

陆、空于一体的大气、高端、时尚的户

外运动项目，结合山地运动嘉年华、

高端论坛、项目体验、草坪音乐和露

营大会等六大门类，旨在推广绿色健

康的户外运动，充分展现浙江全域户

外运动发展美好前景。

本项运动大会由浙江省体育局

主办，湖州市体育局、德清县人民政

府承办。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华表

示，户外运动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

是一种生产方式，其中蕴含着大量的

消费行为，有着完整的产业链。

“浙江有很好的户外运动群众基

础，同时也有丰富的户外运动山水资

源，我们希望通过发展户外运动，使浙

江省全域范围内‘大花园’建设不仅要

美起来，还要动起来，从而实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李华说。

新华社南京6月1
日电（记者 陈席元）外
卖骑手给人们带来用

餐便捷的同时，也带来

不少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记者 6月 1日从江

苏扬州交警部门了解

到，他们将给存在交通

违法行为的“外卖小

哥”戴“紧箍咒”——交

通违法1次，将被停工

1天。

平 日 里 ，为 抢 时

间，不少外卖骑手存

在 闯 红 灯 、逆 行 、超

速、看手机等交通违

法行为，有的甚至造

成事故。近日，扬州市

江都北路上，一名外

卖骑手在送餐途中边

看手机边开电动车，

撞上了一名散步的市

民，且致其死亡。

扬州市交警支队

副支队长张明介绍，

该支队与两家外卖企

业联合开展“文明出

行、安全送餐”警企共

建共治行动。6 月起

对外卖送餐车辆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

治 ，7 月 转 入 常 态

管理。

对于路面整治中

发现的外卖骑手违法

行为，交警将按法律

法规严格处理，同时

将骑手违法信息推送给外卖企业。企

业根据交警推送的违法信息，对外卖

骑手实施四级叠加处罚：首次交通违

法后将停止其接单1天；累计交通违

法 2次后将停止其接单 2天；累计交

通违法3次及以上，每次企业停止其

接单3天；对因交通肇事被追究刑事

责任的外卖骑手，企业将立即辞退，

不再录用。

扬州将督促外卖企业实施“三统

一”制度，即统一服装、统一头盔、统

一编码，做到“一人一车一证一码”。

外卖保温箱和骑手后背要贴上编码，

建立骑手身份识别体系，帮助交管部

门查处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也

便于市民共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