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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赵 蕾

59张表、20多个系统、10多个职

能部门定期报送的数据，这是多么庞

大的工作量！数据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又如何保证？这是去年9月，浙江财

经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孔琳俊面

临的一个难题。

在与学校审计部门交流后，他们

提出建立省—高校两级常态化审计数

据报送机制，实现审计数据“采集—核

验—标准化—入库—报送”全链路闭环

管理。在短短4个月内，浙财大就完成

了整个应用场景的需求分析、建模、实

施，并将其投入使用。而这正是依托于

学校前期数据治理工作的扎实开展，在

新一代全域数据中心进行增量开发、迭

代升级，才能让跨场景应用顺利进行。

找准“痛点”，数字化让师生更舒适
从进入校门开始，浙财大的学生就

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到“数智”校园带来

的便捷。

在新生报到时，通过新生本人和身

份证照片比对，以及与高考录取报名照

片比对等，多重核验，确认来校报到新

生身份，完成新生入学资格审查，让冒

名顶替入学无可趁之机。通过绑定“浙

财彩微”移动门户，学生可以第一时间

接收各类校园资讯，活动通知、课表查

询、失物招领、图书借阅等服务一应俱

全。疫情期间，为了方便学生，学校向

在校学生及毕业生推送电子成绩单，与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电

子成绩单验证服务平台完成对接，实现

了学信网成绩单快速在线审核，为学生

出国进修、毕业入职提供便利。

浙财大还为师生定制个人数字档

案，分类汇聚项目成果、科研论文、学术

经历、教学动态等信息，从不同视角呈

现个人及其关联数据，精准描绘师生个

人画像，展示个人风采。

疫情防控期间，对接浙江省教育政

务数据共享平台，集成师生健康码、疫

苗接种数据，开发师生健康打卡、浙财

校园通行码、疫情防控动态看板、“小彩

安心指数”等微应用，实现“一人一

码”。同时，利用“AI小彩”，通过电话

外呼方式，定时对当日未打卡的师生，

进行精准提醒，确保校园人群管控精准

化、智能化。

从2018年开始，学校为每届毕业

生都精心准备了暖心礼物——“毕业

账单”，用数字化方式记录了毕业生大

学4年学习、生活的成长轨迹。“‘毕业

账单’是我收到的最难忘的毕业礼物，

记录着我大学4年的青春和成长。”浙

财大2020届毕业生陈浩天至今仍记

忆犹新。

夯实基座，数字化让管理更高效
早在2014年，浙财大就将信息化

当作学校的重点工作来抓。学校陆续

建设完成了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网上服

务大厅、信息服务门户、“浙财彩微”移

动门户、网站群系统等核心系统，统一

全校师生用户账号权限、汇聚学校应用

入口，向师生提供一站式、一体化、智能

化的各类信息化服务。这也为学校深

入开展数字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数据就是生产力、学术力，是学

校重要资产之一。”孔琳俊认为，高校

首先要认识到数据的重要性，才能有

所作为。从2016年开始，浙财大深入

推进数据治理工作，通过规范性引用

国家、行业标准代码及教育部实用代

码文件，梳理学校数据资源目录，完

成《浙江财经大学信息化数据标准

集》建设。

此外，浙财大还完成了新一代全域

数据中心建设，建成了校级统一数据仓

库、数据填报平台、数据门户、数据共享

平台。目前已集成25个业务数据源，

收集1200多张原表，治理后形成379

个标准数据模型，为全校61个业务系

统共享19个数据子类，数据共享接口

累计已达248个，共享数据1.4亿余条，

学校初步形成“数据共享”局面。重复

报数据，挨着部门要数据的时代，在浙

财大已经一去不复返。

革新理念，数字化让课堂换新颜
课堂是高校的主阵地，从2018年

开始，浙财大积极构建“互联网+”背景

下“泛在化、智能化、数据化”的智慧教

学生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智

慧教学环境建设，完成24间多类型、多

用途的智慧教室改造，并提供个性化师

生教学服务，实现多元化交互教学，建

成了一个以“教、学、评、管”为核心，具

有互动课堂教学和物联智慧环境相融

合的创新型教学空间。

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用手机摇一摇

回答问题，并能扫码获得学习资料，还

可以在线完成期末考试，诸多创新教学

方式让学生直呼“过瘾”，意犹未尽。

去年3月，浙财大“云课堂”开启，

“整个课程设计我采用‘MOOC平台+

案例分享+课堂直播+PPT讲解+语音

连麦答疑’等混合模式，虽然没有面对

面，但我仍能感受到学生们参与感很

强。”第一次当“主播”的教师王笑言觉

得，因为平时课堂上就会有一些智能化

的应用，学生在“云课堂”上并不觉得陌

生，适应得很快。

未来，浙财大将建设“云上浙财”，

打造“1351”数智校园体系，即构建汇

聚多校园服务场景、多用户角色快速

融入的新一代移动服务门户；标准统

一、数据精准、快速响应的业务中台、

数据中台、物联中台三大数智校园中

枢；现代治理空间、智慧教学空间、科

研创新空间、学科发展空间及综合保

障空间五大数智校园综合应用。建成

“虚实融合、标准统一、运行规范、数据

共享、协同联动”的一体化智能化服务

体系，全面实现学校运行“一网协同”、

校务服务“一网通办”、学习服务“一站

通达”、校园生活“一码通行”、师生数

据“一表通用”、领导决策“一屏支撑”，

为浙财大建成特色鲜明的一流财经大

学数字赋能。

免费装修，自选室友
杭商院“五美寝室”上线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全泽 陈 琦）近日，浙江

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2021级新生王浪涯非常开

心，因为她成为3100多名新生中的幸运儿，住进

了学校的“五美寝室”。

据了解，杭商院目前有塘塆书院、春江书

院、望江书院3个实体书院。为打造宜学宜居的

熟人新社区，学校陆续推出了多项举措，针对

2021级新生推出的“五美寝室”福利正是其中的

代表。

暑期，校方在2020届毕业生寝室当中选择了

5间优秀寝室进行了二次装修。迎新期间，学生可

以通过该校书院公众号进行点赞抢住。根据规

则，点赞留言数前三名的2021级新生（女生）和2

名男生将获得精装修“五美寝室”的入住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五美寝室”的装修计

划，全部由该校学生处组织学生策划施工，所有

的装修材料都由学校免费提供，并由高年级学

生代为装修，获得入住资格的新生可以在开学

季直接拎包入住。大家纷纷表示，学校的暖心

福利满足了自己对大学寝室的所有幻想。

与此同时，该校推行多年的“自选室友”仍

适用于“五美寝室”的抢住。学生报名后，可以

通过系统设置选房条件，专业、班级、楼层、床铺

位置，甚至作息时间、是否打呼噜这些小习惯都

能作为筛选条件。获得入住资格的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自选3名室友。新闻专业学生

林梓阳，就和自己班的2名同学，以及公管班的

1名同学共同入住。他说：“跨专业合宿，在学习

上大家能够提供不同的视角，谢谢学校牵起来

的缘分。”

学校党委书记古家军表示：“全领域党建、

全天候引领、全方位育人一直是杭商院学生工

作的题中之意，我们在书院推行的多项举措就

是在细节上下功夫，‘五美寝室’代表的温情而

有实效的工作目标将是我们一直会秉持的工作

方针。”

画说家乡场馆
浙师大学子为亚运添色彩

本报讯（通讯员 姜雯静）“我画的场馆是家

乡绍兴柯桥羊山的攀岩中心馆，整个馆的造型像

蚕茧，与繁荣的柯桥轻纺织业相呼应，作为绍兴人

我真的非常骄傲。”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王

彤好介绍起她板绘的绍兴柯桥羊山攀岩中心场馆

时很是激动。

近日，杭州亚运会迎来了倒计时一周年。为

助力亚运，浙师大美术学院“印象田园·美丽乡村”

暑期社会实践团开展了“我为亚运添色彩”画说亚

运场馆活动，由邵利炳、余瑛两位指导教师带领84

名实践队员结合自己所在家乡的亚运场馆进行绘

画创作。

谈及组织学生绘制亚运场馆的初衷，邵利炳

说：“以专业为基，以色彩为核。绘画创意作品将

艺术与体育相结合，用艺术的直观方式阐述亚运

精神、讲好亚运故事，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短短 20 余天，实践队采用板绘、手绘、油

画、水彩等多种形式陆续完成123幅作品，其中

22名学生的作品脱颖而出，将通过电子巡展的

方式在高校中展示，所有电子图片最后将交由

亚组委留存。

浙江金融职院学子开学
首日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

本报讯（通讯员 姜 莉）9月15日，浙江金融

职业学院信息技术学院迎来了2021级新生。报

到当天，也是大数据技术专业新生袁依蕊、黄诗岚

的生日，浙金职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郭福春和信息

技术学院党总支班子成员、党员教师代表等特地

前往新生寝室看望他们。两名新生也在这一天许

下了特别的生日愿望——在大学期间入党。借此

机会，他们郑重向信息技术学院党总支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信息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潘明风介绍，像袁

依蕊、黄诗岚这样有着强烈入党愿望的新生还有

91人。学生们表示，身为新时代青年，他们渴望成

为党员队伍中的一员，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贡献应有之力。

据了解，今年信息技术学院的迎新队伍基本

由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此举意在准确

认识、把握学史力行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要求上，真

正将学史力行落细落小落实。

一直以来，信息技术学院党总支高度重视基

层党建工作。今年恰逢建党百年，以党建为引领，

将新生思想教育前置、强化思想引领正是学院党

总支献礼建党百年、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模式、开展

“我为师生办实事”系列活动之一。

接下来，信息技术学院党总支将继续围绕“加

强师生思想引领、为师生办实事”这一党建主题，

推动学院基层党建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本报通讯员 严欣瑶 夏奕晗
陈家莹

缺氧性脑性瘫痪，9岁学会走路，高

考却超贵州一本线 38分……9月 10

日，媒体工程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2021级新生吴烨，走进浙江传媒学院，

踏上了动漫游戏设计师的追梦路。

“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2000年，吴烨出生在贵州省黔东

南州天柱县石洞镇一个普通职工家

庭。随着吴烨慢慢长大，大家发现他较

同龄孩子发育迟缓，两岁时还不会说

话、走路，甚至连坐都坐不稳。

父亲便带着吴烨前往医院检查，结

果犹如晴天霹雳——缺氧性脑性瘫

痪。确诊后，家人跑遍了国内多地医

院，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却都失望

而归。

可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未放弃。吴烨

回忆道，为了克服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走路，父亲让他背靠墙，站在面前牵着

他的双手，这样的训练不知持续了多

久，只要父亲一有时间，就会带着他在

家里做这样的练习。

2008年，当外派学习2个月的父亲

回家后，吴烨居然踉踉跄跄地站起来，

走向了父亲。“看到娃娃踉踉跄跄地站

起来，眼泪一直在我眼睛里面打转。”父

亲说道。

这一刻，他们等了8年。

慢慢地，吴烨能站稳了，也能左右

挪着走。父亲便牵着他的手往前走，

从双手牵，到用筷子牵，再到慢慢放

手……家里白色墙面上留下的黑色痕

迹和平均一月换一双鞋是吴烨十几

年以来努力练习走路的证明。吴烨

父亲骄傲地指着那些痕迹说：“这是

我们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行动上的不便，从未让吴烨后退半

步。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经历了从小

学到高中完整的求学之路。可这一路，

却并不容易。

最初，亲戚朋友都认为该把吴烨送

到特殊学校，可在父亲看来，“人是会随着

环境改变的，我们希望他能够像正常的

孩子一样”。于是，9岁的吴烨才刚学会

走路，就被送入了天柱县第四小学学习。

由于行走不便，吴烨的小学6年都

是由父母轮流背着他上下学。初中3

年，因为路途较远，吴烨便开始住校，来

回都是自己坐公交车。

“虽然他的自理能力没有特别好，

有时候也会摔跤，但我们不会扶他，不

管有没有受伤，他都要学会自己爬起

来。”父母看似严苛的背后，却蕴藏着吴

烨破茧重生的力量。

学习中，父母也沿用了这种“鹰式

教育”。从小，吴烨就是个有钻劲、有韧

性的孩子，每当遇到问题寻求帮助时，

父亲总是回答：“自己先思考。”在他看

来，正是父亲的这种方式，培养了自己

的逻辑思维能力。

因为学习刻苦，吴烨的成绩总是名

列前茅。同学们谈及他都十分敬佩：

“上学时，虽然行动不便，但他都是一个

人来的，有时候我们都没有他来得早。

午休也是一样，我们都已经睡了，他至

少还要再学15分钟。”

吴烨清楚地知道，只有比常人付出

更多的努力，才能拥有更多的收获。

终于，时间来到了2021年6月24

日，吴烨与父母怀着紧张忐忑的心情围

坐在电脑前查询自己的高考分数——

494分，超过贵州省一本线38分，这一

刻足以让吴家人热泪盈眶。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刻，我真切

地体会了一把‘梦想成真’的感觉。”吴

烨激动地说道。

成长的一路，有过挫败、委屈和不

甘，但吴烨始终开朗乐观：“世界上没有

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走路不方便而

已，其他的都和正常人一样。”

“我想要做到极致”
和很多男孩一样，学习之余，吴烨

也喜欢看动漫、打游戏，享受这种在虚

拟世界畅游的感觉。初中时，他萌生出

设计动漫游戏的想法，在父亲的鼓励

下，他参加了贵州省青少年3D打印大

赛，开始自学该领域知识。

比赛中，吴烨设计了一艘小型私人

飞机，将他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憧憬悉数

呈现在作品里，最终获得了二等奖。

有了比赛的基础，吴烨对这个领域

有了更深层的思考。“我想成为一名动

漫游戏设计师，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

来，并在这个领域接近极致。”谈及梦

想，吴烨坦言，自己想在大学里更加系

统化地学习实践，“报考前我了解过数

字媒体技术这个专业，学校的教学理念

非常符合我对大学的想象，而且杭州的

互联网发展前景也很好，所以高考时就

报了这一所学校”。

离开家乡到浙江求学，父母无疑是担

忧的，他们希望儿子选择贵州省内的一所

高校就读，但吴烨的坚持说服了他们。

9月10日，他终于迈进了梦寐以求

的校园。看着来往的人群，吴烨既兴奋

又好奇，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大学4

年，我想多参加比赛，想当团队的队长，

带领大家在比赛中获奖。”除此之外，他

还希望加入动漫社，继续在动漫领域实

践探索。

在得知吴烨被学校录取后，媒体工

程学院的领导和教师第一时间联系相

关部门，为他协调了一楼寝室，将上床

下桌的设计做了一些特殊的改造，并在

床边和卫生间安装了扶手，方便其生活

起居。

“今后4年的生活，我们也会竭尽

所能为他提供生活学习上的帮扶，鼓励

他进入专业学习互助小组，让他在这里

度过难忘的大学生活。”学工办主任杨

波如是说。

浙传校园迎来“逆风少年”
追梦路上他从未后退半步

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高校数字化改革

建设一所有温度的“数智”校园
——浙江财经大学数字化改革侧记

近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3816名新生相聚校
园。为满足“互联网+”一代的需求，让学生提前了解大学生
活，8月初，学校学生工作部就开始通过微信平台发布“新生
报到指南”系列，报到、资助、军训、选课、就医……内容涵盖
新生入学的方方面面。学校还采用了全新的迎新系统，通过
提前采集信息和现场扫码，学生可以用手机高效地完成报到
手续。 （本报通讯员 王国海 摄）

入学提前“心中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