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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教育答卷”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金 澜）“孩子转入

城区新学校，我开新店，真正的两全其

美。”近日，目送外孙坐上校车，因进城

陪读而搬入淳安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徐功民十分感慨。这段时间，他租的商

铺正在装修，不久后这里将开出一个来

料加工集中点。

在淳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

现象普遍，祖辈带娃的农户较多，他们

渴望进城让娃娃享受更好的教育资

源。同时因地形限制、人口萎缩导致

小规模学校偏多，摊薄了教育投入，制

约了质量提升。为此，从去年起淳安

试点“安居优教”工程，梳理开放1100

余个城区初小幼空余学位，向有意向

进城就学的家庭提供住房、就业、出行

等集成化基本公共服务，带动农村人

口进城集聚。

进城的第一步是解决住房问题。

为降低生活成本，淳安在庄天岭家园小

区推出909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分45

平方米和65平方米两种户型，并发放

补贴。以65平方米户型为例，政府每

平方米补贴10元，可节省月租金650

元，相当于市场价的一半。

“陪读家长中不少是家庭妇女，她们

希望利用空闲时间补贴家用。例如通过

参加县妇联建设的‘淳加工’共富工坊，

每月能增收一两千元。”县教育局教育

科负责人郑懿表示，县里为就业困难的

陪读家长梳理出1623个就业岗位，并

举办专场招聘会、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

训和增设来料加工集中点。目前有就

业意愿的陪读家长就业率达96%。

安居乐业，进城就学水到渠成。来

千岛湖镇第七小学的第二个月，学生小

宇就获得了校主题演讲比赛二等奖。

他说，现在不仅校内活动多，校外生活

也丰富，新华书店、县图书馆、县博物馆

离学校很近，去哪里都很方便。

记者了解到，县教育局将进城小学

生根据寄宿需求分流到千岛湖镇七小、

千岛湖镇青溪小学、青溪新城小学等多

所学校。其中青溪小学、青溪新城小学

两所学校提供寄宿，每周派车往返村庄

接送；安阳乡“安居优教”工作试点时愿

意入住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家庭学生统

一安置到千岛湖镇七小。千岛湖镇七

小校长余勇建说：“接收前，通过家访摸

底，建立‘一生一档’。入学后，开通每

日校车，组织师生结对。”在青溪小学，

学校不仅装修宿舍以满足寄宿需求，还

开辟爱心农场，义卖善款用于实现学生

“微心愿”。

截至目前，“安居优教”试点工作共

吸引443名学生进城，带动进城陪读家

长535名，入住保障性租赁住房84户。

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胡炳君表示，

淳安将继续推进改革扩面，向当地农村

全面开放“安居优教”工程，实现“高中

教育向县城、义务教育向中心镇、学前

教育向乡镇中心”三圈集聚。

淳安：村娃进城乐学 家长随行安居

□本报记者 舒玲玲

一阵机器人飞行的嗡鸣声，打破了

石虎山机器人创新基地原本宁静的氛

围。作为浙江大学“产学研创一体化”的

新型创新创业综合体，这里已然成为医

疗机器人、巡检机器人、共融机器人、空

中机器人等多种类机器人的聚集地。

4月22日上午，记者随“创新创业看

浙大”主题调研团走进浙江大学玉泉校

区，探营包括石虎山机器人创新基地在

内的多个实验室、创新基地和创客空间，

深入挖掘浙大如何将“会读书的人”培养

成为“会创造的人”的基因密码。

学科交叉 本研贯通
重量仅40克，却能完成对脑电、眼

电、肌电、心电等指标的一体化监测，结

合AI辅助分析算法，还能精准出具临床

指导性建议和诊断依据……睡眠障碍患

者在胸口佩戴多导睡眠监测仪，无异于

给自己做了一次“动态心电图”。

这是杭州神踪科技有限公司采用非

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研发的高精度睡眠

监测设备。因为小巧便携，可远程监测、精

准采集、快速研判，这款从浙大Cookie

创客空间走出的多导睡眠监测仪，已在

全国600多家医院投入临床使用。

既懂医学知识，又懂工程原理，还能

熟练掌握电子仪器硬件知识，以及嵌入

式软件编程、脑机接口及人工智能等知

识，“从实验室到场景落地，我们依托浙

大多学科交叉优势，构建起医工融合创

新链”。浙大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在读博

士、神踪科技CEO王肃杰说，学校还为

他们提供了跨学科导师资源及市场化对

接服务。这也是他们的设备能做到全国

睡眠监测医疗器械领域销量第一的竞争

力所在。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7年，浙大就

将“交叉驱动”作为学科建设的指导方

针，组建“人工智能+医学”的学科交叉团

队。浙大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为了培养具备基本医学、工学、信息学交

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还联合行业

企业和三甲医院组成校外创新创业实践

平台群，引入企业高管、技术高工、临床

医生担任创新创业导师，形成“三师+”育

人机制。

“我从大三开始就加入导师孙煜教

授的课题组，一直从事脑机接口相关领

域的研究。”王肃杰说，学校这种本硕

博衔接贯通的长周期科研训练，不仅让

他对行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更深厚的

技术积淀，也让团队培养起超强的信任

和默契，帮助公司平稳顺利地度过了初

创期。

为了将学科“创新力”、科研“硬实

力”持续转化为育人“强动力”，浙大控制

科学与工程学院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系统

分析能力和跨学科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

力，教师团队还会将自主研发的高端控

制装备及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仿生机

器狗、空中机器人等创新成果转换为教

学工具，主动融入课堂、融入学生科研训

练项目。坚信给学生充盈的自主空间是

创新的源泉，浙大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将基础知识面宽、拓展思维强作为人才

创新性培养的重要原则，着力培养“T

型”学生，以专业学习的深度、跨学科学

习的宽度，实现未来职业领域的广度。

赛创融合 实战促学
早在中学时期，刘健宇就开始研究

机器人，了解到浙大有一支非常厉害的

Hello World战队，便早早地立下了“考

浙大、进战队”的志向。2023年，他成功

考入浙大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并顺利

加入战队。“整个大一，除了上课，我基本

上都在实验室里画图设计，再根据图纸

把机器人造出来。”刘健宇说，他们有空

时还经常打比赛，每年至少开展4场模

拟赛以获得实战反馈。

得益于战队“传帮带”传统和以赛促

学机制，年轻队员们的成长都很快。到

了大二，刘健宇接过队长的重任，并率队

在2024年跻身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机甲大师总决赛全国四强，

帮助战队第4次拿下该项赛事的一等

奖。“既要死磕技术优化，也要统筹70多

人的分工，这种双轨思维重塑了我的工

程视野。”回忆起备赛历程，刘健宇感慨

地说。这种“技术+管理”的双轨指导，正

是信电学院科创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引

导学生勇于面对挑战，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不断突破自我，成长为具有工程思

维和创新精神的实干家。

开辟专属场地、设立专项奖学金、邀

请企业校友担任校外导师，信电学院构

建起“竞赛—科研—产业”联动的生态闭

环。“我们要将世界最前沿的学术科研带

到课堂，将中国最前线的产业实践带给

学生。”信电学院副院长王玮说。

对于大型动力设备而言，日常检修

维护的时间、人力成本都很高。聚焦工

业装备智能化检测需求这一产业痛点，

依托挑战杯“揭榜挂帅”专项赛平台，微

机电系统与智能传感器创新工坊师生

团队研发了一款大型动力装备微小型

检修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只有5厘米大

小，能够实现在平面、竖直面、曲面乃至

一些障碍物面的运动，也能通过图像视

频从设备外部对内部环境进行实时监

测和缺陷检测。”创新工坊负责人、控制

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曹云琦表示，他

们紧扣产业需求，把企业生产难题转化

为本研学生的竞赛与科研课题，打通

“教、赛、研、产”全链条，以实战项目促

学，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教育、创新

与产业深度融合。

为了将无序的、零星的创新创业火

花转变为有组织、有系统、有体系的可持

续创新活动，控制学院首批设立院级“双

创”中心，指导成立机器人协会、人工智

能协会等8个校级学科性学生社团，以

及 ZJUNlict、ZJUFAST、ZJUiRO 等 9

个竞赛战队，吸纳全校不同学科、不同专

业的优秀学生加盟。

从“会读书”到“会创造”的浙大密码

点燃航天梦

今年4月24日是第十个“中国航天日”。平湖市黄姑实验学
校开展了航天特色教育活动，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索热情。图为师
生正在动手制作小火箭模型。

（本报通讯员 王志杰 陆燕萍 摄）

本报讯（记者 江 晨）浙江省教育

厅近日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力教

育教学改革试点的通知》，计划选出基

础扎实、特色鲜明的20所高校、30所中

小学、10个县（市、区），探索人工智能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路径与模式，形成

一批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学改革的典

型案例，为建设教育强省提供人工智能

助力教育教学改革的样本。

结合我省前期数字教育试点和人工

智能教育应用试点情况，省教育技术中

心研究制定了“揭榜挂帅”榜单。榜单

涉及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教育评价、教

育研究、教育治理等领域，各领域细化

出不同方向和任务并明确申报对象，如

教师教学领域分为“素养导向的教学新

模式”和“作业智能批改与反馈”方向。

试点单位可基于榜单选择某一方向的

1~3个具体场景开展课题研究与实践。

“榜单里的任务设计综合了教育

教学需求、未来发展趋势、技术应用边

界等多方面考量，也都有前期的相应

探索。”省教育技术中心教育装备部主

任曾隽介绍，希望通过试点打造一套

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教育教学新模

式、创新机制和可持续保障制度等标

志性成果，以及一批浙江教育垂类大

模型和智能体。

根据计划，今年5月将进行省级遴

选，组织区域和高校进行路演答辩，遴

选后再发文公布、实践推进。其中，试

点实践将持续至2027年，其间各试点区

域和学校将开展课题研究、场景开发应

用及成果凝练，并定期提交阶段性进展

报告。经鉴定，试点工作成效显著的成

果将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浙江遴选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学改革试点

本报讯（记者 江 晨）4月
23日，浙江省大学科技园建设

工作推进会在宁波大学创新港

召开。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

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峰

出席会议并讲话。

国家大学科技园是有组织

推动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类的国

家级科创平台，也是教育部主

导的纳入“白名单”的唯一一个

国家级科创平台。陈峰表示，

各高校要做深做强大学科技园

区的“大学”属性、“科技”内核、

“园区”服务三篇文章，积极打

造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主阵地、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主基地、赋

能区域产业发展主引擎。扎实

做好大学科技园重塑和建设工

作，按照“大学科技园管委会+

二级行政机构+运行公司”的管

理架构要求，加快建立高校主

导、校地协同、层级清晰的运行

模式；加强队伍建设，聚焦管理

人才、科创人才、转化人才等方

面配齐力量、提升专业能力；增

强平台功能，全面推动大学科

技园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建设，畅通“校园—

科技园—产业园”转化全链条；争取各方支持，汇

聚高校、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投融资机构等多方

资源；重视形象塑造，积极展示高校创新成果和科

研成果，引导全社会更加关注高校科技创新。

推进会还同步举行高校师生科技创新成果

展、高校科技创新成果推介会、大学生创新大赛训

练营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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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青年·爱运动”
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 灿 邬俊敬）日前，由共

青团浙江省委、省体育局、省学生联合会、省少工

委联合主办的2025年“浙青年·爱运动”系列活动

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浙青年·爱运动”系

列活动形象标识，向山区海岛县代表发放了“浙青

年·爱运动”活力包，助力山区海岛县青少年体育

运动健康发展。

团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系列活动的

主办单位将开展“快乐进校园”“悦动悦快乐”“快

乐抱抱团”三大系列共9项子活动，持续凸显“快

乐”元素。同时，继续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校园

音乐夜跑、校园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切实引导广大

青少年“走下网络、走向操场、走近自然”。

据了解，2024年“浙青年·爱运动”系列活动

开展以来，已有700余人次体育赛事冠军走进校

园进行分享，开展“操场音乐夜跑”1000余场，举

办跳绳、拔河、操舞等体育赛事活动2000余场，吸

引了全省109所高校、120余万人次参与；快乐气

排球大赛、快乐拔河大赛吸引了全省69所高校的

106支队伍报名参赛。

温州发布首个教研智能体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琼冉）温州日前发布全省

首个地市级基础教育教研智能体——温州教研智

能体，为教师提供全流程、全方位支持，推动教研

工作向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方向迈进。

据介绍，温州教研智能体集成了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能够为教研员、教师提供优质精准的

教学资源推荐、学情分析和教学评价等服务，帮助

教师实现智能备课、课堂循证分析、学科教研咨

询、课题与论文研究。

教师只需输入课程主题、教学目标等关键信

息，教研智能体便能迅速生成涵盖教学思路、教学

流程、教学课件、教学案例等内容的完整教案框

架，还能根据不同学情人工介入调整方案实现人

机无缝协同，满足差异化教学需求。

在课堂上，教研智能体能化身智能学科助

手。比如在数学学科中，对复杂的公式、定理进行

可视化展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此外，教研智

能体还能分析学生的进步趋势、学习习惯特点等。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温

州教研智能体将分阶段推广，预计今年年底在全

市全面推广应用。接下来，温州还将成立10个以

上的大数据协同中心，整合各方资源，汇聚教育数

据，深入挖掘教育数据的价值，为教育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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