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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
———淮南高新区创新推进科学教育工作综述

本报通讯员 梅 艳 王诗尧 本报记者 李东华

作为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 淮南高新
区深入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以 “双减” 政策为契
机， 通过政府高位推动、 资源深度融合、 课程创新开
发、 活动品牌打造等举措， 构建了全域联动的科学教
育生态体系， 为教育强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强化政府保障,构建科学教育发展新机制
淮南高新区将科学教育列为区域教育发展的核心

战略， 确立了 “政府主导、 多元协同、 全域覆盖” 的
发展路径， 构建起 “高校+企业+科技场馆+学校” 的
横向联动机制。 积极整合安徽理工大学、 淮南师范学
院、 淮南新能源研究中心、 安徽省青少年活动中心、
科大讯飞、 中国电信等高校、 科研院所、 科技场馆、
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企业和科技类培训机构等资源，
形成了科学教育实践共同体。 淮南高新区 20 所中小
学校， 除学校配备的科学副校长外， 还为每所学校至
少聘请了一名高校教授、 企业专家或博士后担任校外
科学副校长。 校外科学副校长结合自身研究项目成
果， 向中小学生普及所在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

深化课程改革,打造科学教育特色体系
淮南高新区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 ， 将特色资源

与科学教育有机融合， 构建特色鲜明的科学教育体
系。 打造本土特色课程体系， 立足淮南煤炭 、 豆腐
文化、《淮南子》、芍陂、楚文化、成语故事等本土特色，
研发 “淮畔课堂” 科学教育课程体系 ， 实现文化传
承与科学教育深度融合， 构建发挥淮南高新区科学
教育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全市科学教育水平整体提
升。 推动基础课程与拓展课程双轨并行 ， 在严格落
实国家科学课程的基础上， 引入优质科技类培训机
构， 与学校科学教师共同开发了 Python 编程、 无人
机操控 、 3D 打印 、 电子积木 、 AI 大模型 、 航模实
践、 科学小实验等近百个拓展类科学课后服务课程
或社团， 实现了 “校校有社团、 人人可选修”。 坚持
赛教融合， 与校外机构合作， 依托校外科学教育的
课程和师资， 定期举办科技创新 、 创意编程 、 机器
人、 无人机等科技类白名单竞赛 ， 以竞赛促进课程
建设， 用竞赛评价教学成果， 形成培养 、 发现 、 选
拔科技人才一体化机制 。 创新数字化课程 ， 开发
“AI 守护生命” 防溺水教育项目， 充分发挥人工智能
技术在安全教育中的创新作用 ， 引导中小学生通过
数字绘图、 编程、 动画制作等 AI 技术创作防溺水宣
传作品， 实现安全教育与科技教育的深度融合。

创新活动载体,擦亮科学教育品牌
淮南高新区以丰富多元的活动为载体 ， 营造浓

厚的科学教育氛围， 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科学教
育品牌 。 组织开展 2025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科学

教育创新月系列活动， 以八大主题活动全面覆盖 19
所学校近 4 万名学生 ， 涵盖人工智能教学实践研
讨、 校园科技节、 科学家校园讲座 、 科学家精神主
题演讲、 重点实验室开放日、 科技企业参观、 AI 防
溺水宣传及科学课程中心揭牌仪式等 。 其中 ， 科学
家校园巡讲邀请高校教授 、 博士后 、 企业技术骨
干， 覆盖约 1 万名学生； 重点实验室探秘活动组织
学生走进安徽理工大学、 淮南师范学院 、 淮南新能
源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 体验沉浸式科研探索 ； 主
题演讲以科学家爱国、 创新等事迹激发青少年家国
情怀与科技志向 。 校企协同实践育人 ， 与科大讯
飞 、 中国电信 、 安徽埃夫利舍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
安徽芯视佳半导体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建科
学教育校外实践基地。 通过生产线参观 、 技术人员
讲解新产品新技术等方式， 让中小学生直观了解 AI
芯片、 显示技术等前沿科技， 培育创新思维与实践
能力。

“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建设是淮南高新区教
育创新的新起点， 更是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 。 通过
实验区建设， 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科学素养 ， 更培养
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为未来科技人才的
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 淮南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 下一步 ， 将继续深化实验区建设 、
优化课程体系、 拓展校企合作 、 丰富实践活动 ， 全
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为培养新时代科技创新人才
筑牢根基。

筑牢安全防线
守护学生成长

近日， 淮南高新区安全
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办公室在北京师范大学淮南
实验学校开展“防灾减灾”安
全教育系列活动。 活动通过
“防灾减灾”科普讲座、防溺
水安全培训、发放宣传资料、
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等形式，
普及应急疏散和自救互救知
识， 进一步提升全体师生防
震减灾安全意识和应急疏散
能力，筑牢平安校园防线。
本报记者 焦孝诚 李 倩 摄

擦亮生态底色 建设活力新区

淮南高新区“三优化”赋能智慧生态之城
本报讯 近年来，淮南高新区秉持

绿色发展理念，以“三优化”为抓手 ，在
精筑公园体系、巧织口袋公园 、创新共
治机制等方面精准发力，赋能智慧生态
之城建设， 持续擦亮城市生态底色，为
居民打造宜居宜业的活力新区。

精筑公园体系， 优化空间提效能。
淮南高新区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
累计建成人民公园、 山南儿童公园、周
集坝公园 、 如意公园等 9 座高质量公
园， 统筹推进全域绿色空间提质增效。
2024 年建成淮河大道、和风大街绿道 17
公里，串联 8 个口袋公园，形成 3.9 万平
方米“绿色毛细血管”；2025 年计划新增
9 处口袋游园、11 公里绿道及 4 处成品
公厕，构建“300 米见绿、500 米入园”生
态格局。 万茂湖公园通过水岸重塑、设
施迭代实现“蝶变”，带动周边商贸区人

流量同比提升 40%；如意公园“五一”开
放期游客超 3 万人次， 通过 “公园+运
动”设计理念，将公园场地升级为各类
运动场， 植入市花月季作为景观特色，
盘活公园周边土地，使闲置土地利用率
提升 50%， 将淮南高新区中西部片区蜕
变为功能复合的城市活力空间。

巧织口袋公园， 优化服务暖民心。
如果说大型公园是城市“绿肺”，那么口
袋公园则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为居民
提供了便捷的绿色休闲空间。 针对城市
零碎空间利用率低的难题，淮南高新区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通过问卷调查、实
地走访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建议，精准识别居民对公共空间的迫切
需求， 让口袋公园建设更贴近居民生
活。 系统梳理三馆周边、公交枢纽站、小
区夹角等多处闲置地块，运用“微介入”

手法，变废为宝，打造特色口袋公园群。
碧桂园、万茂城通过“樱花大道贯通+健
身休闲植入 ”双措并举 ，破解绿化纵深
不足痛点 。 同步推进智慧泊车系统建
设，完成 15 条路段 803 个泊位及 4 个公
园停车场智能化改造，高峰期寻位时长
缩短 70%，群众满意度达 98%。 通过“需
求清单-项目清单-效果清单” 闭环管
理，真正实现“小空间承载大民生”。

创新共治机制， 优化管养保长效。
淮南高新区建立政府主导、 企业参与、
社会监督的多元化共治机制。 政府出台
相关政策，加强对公园管理养护的指导
和监管； 引入专业的园林养护企业，负
责公园日常养护工作，建立公园智慧管
理系统 ， 提高了管理养护的效率和质
量；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公
园的管理和监督，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

与公园管理的良好氛围。 搭建“线上平
台+热线电话”多元意见通道，安排专人
负责收集、整理和回复 ，实行诉求闭环
管理， 年均处理建议和投诉 1000 余条。
积极招募志愿者参与管理养护工作，组
织志愿者培训，明确服务内容和职责，协
助开展文明劝导、环保宣传、绿化养护等
活动， 增强公众对周边绿道及口袋游园
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建成 2 处多功能便
民驿站，集成休憩、宣教等复合功能，联
动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开展主题宣教活
动。建立动态评估机制，计划将设施完好
率、群众满意度等指标纳入养护考核。通
过开展后备箱集市、 自然课堂等文化活
动， 使绿道系统从生态廊道升级为文化
纽带，长效赋能城市品质提升。

（本报记者 李东华
本报通讯员 王林凤 王诗尧）

“淮畔课堂”提升科学教育
实验区建设品质

本报讯 日前， 由淮南高新区社
会事业局、 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主办
的淮南高新区 “淮畔课堂” 科学教育
主题系列课程建设方案发布暨项目启
动仪式在淮师附小山南校区举行。

开展“淮畔课堂”科学教育主题系
列课程建设， 旨在通过挖掘淮南独特
的地域文化与产业资源， 打造一个具
有 “政策引领 、本土赋能 、多方协同 ”
的科学教育地方特色课程建设的创新
实践样本， 进一步提升淮南高新区科
学教育实验区建设品质， 助力区域内
中小学校科学教育深入开展， 更好培
育有家国情怀和创新能力的时代新
人。

“淮畔课堂”科学教育主题系列课
程由市中小学教研室、 淮师附小高新
集团总校、 水滴空间科创基地负责建
设，汇聚辖区内外各方力量协同完成。
课程建设以“地域文化为根、实践体验
为基 、科学创新为魂 ”，扎根于淮南本

土文化土壤，汲取丰富文化养分，确定
了煤海探秘 、豆腐工坊 、淮南子探奇 、
芍陂水韵、楚文化探秘、成语实验室六
大主题模块， 将我市的文化瑰宝转化
为科学教育的鲜活教材，积极构建“文
化浸润+科学探究+实践创新”综合育
人体系，突出学生通过亲身参与、实践
操作来获取知识和技能， 在学习过程
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并提升动手能
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保障“淮畔课堂”科学教育主题
系列课程建设的顺利实施， 项目建立
了课程建设领导小组、指导专家组、研
发中心和课程开发设计小组， 通过协
同联动保障项目落地。 下一步， 淮南
高新区各中小学校将结合实际选择课
程模块，制定校本化课程实施方案，确
保今年秋季学期实现科学教育主题系
列课程落地校园、走进课堂，为淮南高
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记者 李东华）

未雨绸缪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堤”

本报讯 汛期临近，为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
淮南高新区积极行动、提前部署，从完
善防汛工作体系、 加强隐患排查整治、
强化应急能力建设三个方面入手，扎实
做好城市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筑牢
城市防汛“安全堤”。

完善防汛工作体系。 编制《淮南高
新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淮南高新区
排水防涝及群众转移安置预案》等规范
性文件，明确各部门应急分工，精准落
实防汛及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新编制修
订泉山、 马厂等水库防洪应急预案，全
面压实预报、预警、预案、预演“四预”措
施，确保防汛工作有章可循。

加强隐患排查整治。 开展河道水系
工程治理， 按照 30 年一遇内涝防治标

准对现状河道水系进行拓宽整治，工程
总投资约 1.2 亿元，综合整治总长度约
9km。 实施市政地下排水管网污水整治
工程，改造市政雨污错混接 62 处，有效
解决雨季市政污水井溢流问题。 全面排
查路面防涝隐患，发现轻微积水点位 9
处， 对存在堵塞问题点位进行逐一疏
通，对需纳入工程改造范围点位及时开
工改造。

强化应急能力建设。 建立 4 支常备
救援队伍，配备冲锋舟、发电机等各类
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组织开展防汛抗
旱业务、灾害(气象)信息员培训及联合
应急演练等相关活动 2 次。 加强应急物
资储备，设立区级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储
备库， 储备毛毯、 棉大衣等 20 余个品
种、7000 余件应急物资，协议储备砂石
料、生活类救灾物资等，确保应急物资
充足。

（本报记者 李东华
本报通讯员 史长丽）

以“绣花功夫”守护公园美景
本报讯 今年五一假期，淮南高新

区如意公园建成开放，成为市民休闲娱
乐的热门打卡地，为城市生活增添了一
抹惬意与温馨。 连日来，淮南高新区城
管大队以“绣花功夫”精细管理，努力为
市民游客打造整洁、有序、安全的游园
环境。

为确保公园开放后市民游客能享
受到良好的游玩体验，淮南高新区城管
大队提前谋划，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园
区外围流动摊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
问题，优化工作模式，采取“定点值守+
动态巡查”模式，通过网格化责任划分，
对润水路、和悦街等重点路段实施有效
监管，并在如意公园南侧出入口施划非
机动车停车线 100 余米，引导游客有序

停车，既当好市容秩序的“守护者”，又
化身游客服务的“贴心人”，以精细化管
理为游客游玩保驾护航。 同时，加强环
卫保洁，集中力量对公园北侧地块的遗
留垃圾进行清理，并增加周边主次干道
清扫和垃圾清运频次，对路面进行洒水
降尘，确保环境干净卫生，让游客在舒
适的环境中畅享游玩乐趣。

下一步，淮南高新区城管大队将继
续下足“绣花”功夫，以高标准、严要求
推进如意公园周边市容管理工作，探索
创新管理方式， 不断提升服务效能，打
造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更好地满足广
大市民休闲游憩的新需求新期待。

（本报记者 李东华
本报通讯员 蔡心怡）

社区治理学院赋能基层治理
本报讯 近日， 淮南高新区弘湖

社区治理学院开班仪式在该社区举行。
活动旨在为社区工作者、 网格员、 志
愿者及相关人员提供系统的学习平台，
培养专业的社区治理人才队伍， 这也
标志着弘湖社区在探索基层治理创新、
提升治理效能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成立社区治理学院，是适应当前
社区发展需求、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重
要举措。 ”弘湖社区负责人在开班仪式
上介绍，社区学院成立后，将积极对接、
整合各方资源，引智引力、挖掘内潜，打
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课程体系，切
实提升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社
区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开班仪式结束后， 首场课程正式
开启。 学院邀请了中级社工师、 省民
政厅 “江淮最美社工” 夏荣军以 《社
区网格化治理中志愿者资源的挖掘与
培育》 为题， 结合实际案例， 深入剖

析了社区治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提
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和工作思
路， 让首批参训学员收获满满， 赢得
了大家阵阵掌声。

据悉， 下一步， 弘湖社区治理学
院将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 课堂
学习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
围绕社区党建引领 、 社区服务创新 、
志愿者培育、 社区民主协商、 社区社
会组织培育等多个核心模块开展系列
课程。 培训对象不仅包括社区工作人
员、网格员，还面向广大社区志愿者、业
委会成员以及热心社区事务的居民，通
过开展系统培训，提升学员的社区治理
意识和专业能力，推动社区治理从传统
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实现社区治理的
共建、共治、共享，努力打造具有示范效
应的社区治理人才培养基地。

（本报通讯员 刘 丽
本报记者 李东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