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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获批纳入全
省试点，“千兆城市”创建达标；

围绕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
业、基础材料等优势产业，深入实施

“千企改造”工程，推进企业数字化
转型；

围绕特色农业，推动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探索发展智慧农业；
围绕城市生活服务，深挖大数据潜
力，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近年来，遵义乘“云”直上，挖掘
大数据“钻石矿”，开拓数字经济“新
蓝海”，成绩斐然。遵义市数字经济
发展连续 3年入围全国数字经济城
市百强榜，数字经济增加值居全省第
二位，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添动能。

冲孔、封头、焊接……近日，在中
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智能生产车间，
1分钟内，26台智能机器人可完成 1
部电梯主要零部件的加工。

大数据编程将操作误差控制在
毫米以内，废品率从手工制造的 2%
降低至0.01%，更为高效精密。大数

据赋能，使这家公司成为新旧动能转
换的“工业新秀”。

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
区的重点地区，遵义积极抢抓国发
［2022］2号文件重大机遇，持续推进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
理，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加快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着
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靠
人工”到“靠系统”、从“靠人眼”到“靠
云眼”、从“靠手动”到“靠自动”……
数字建设在黔北乡村遍地开花，遵义
农业也在聚“数”发力，持续推动农业
现代化发展，焕新农民生活面貌。

在凤冈县花坪街道东山村爱心
家庭农场，一排排宽敞的养殖大棚排
列整齐。和传统农场不一样的是，这
里安装了AI智能摄像头、环境传感
器等电子设备。

“我们给牛打上耳标，配备了‘身
份证’。无论在任何地方，打开手机

就能看到农场实时状态。”农场负责
人申修权说。

数字赋能，让凤冈县肉牛产业提
质升级步伐加快。目前，该县已形成
花坪街道、绥阳镇、蜂岩镇、王寨镇为
主的万头肉牛镇集群发展，示范带动
发展肉牛养殖农户 1.2万户，肉牛良
种率达100%。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遵义市
还建立特色农产品溯源监管平台、实
时视频监管体系，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并依托电商平台，助力黔货出山。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智慧
旅游也在悄然改变遵义文旅产业的
发展格局，为文旅融合增添新动力。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从上海到遵
义旅游的王玉兰夫妇打开手机，扫描
二维码进入“醉美遵义城·5G+VR遵
义会议纪念馆”小程序后，便随着VR
全景镜头开启“云游”之旅。在多媒体
展示、移动智能终端服务等科技加持
下，遵义的红色故事更加生动鲜活。

日常生活里，数字技术也无处不

在。群众办事从来回跑腿、多次跑腿
变为“掌上办”和“指尖办”。

“申办老年补贴、找工作、租房等
功能上面都有，足不出户就可解决很
多问题。”在余庆县白泥镇下里社区
居民巴从学看来，家门口的数字门牌
功能齐全，十分便捷。

家门口安上“千里眼”，出门之后
更安心。这是贵州湄潭祥农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湄潭县分公司，共同
推进的“平安乡村”项目安装的摄像
设备。

在城市，大数据为政务服务插上
“数字”翅膀，智慧交通缓解出行难、
停车难；在农村，直播带货活跃乡村，
数字治理破解难题，数“聚”显能促进
务工就业。

如今的遵义，智慧社区、智慧医
疗、智慧旅游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大
数据正持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和社会治理方式，成为一张新的靓丽
名片。 （邱胜）

遵义：数“聚”添动能 城乡“慧”新景

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本报讯 近日，经教育部公示后，遵义市第一中学入选
“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贵州省共 6所）；我市红花
岗区、播州区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全省共 4
个）；遵义市第四中学、遵义航天小学、遵义市第十九中学、余
庆中学、习水县第六小学、绥阳县洋川小学、湄潭县实验小学、
凤冈县第五中学等 8所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
校”（全省共35所）。

2018年至今，市教体局在科技创新领域投入资金约2000
万元，组织参加全国、省、市科技类活动 80余次，参与市县两
级活动师生约10万人次，已在全市基本普及“人工智能（机器
人、开源电子）”“编程教育”“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实践活动”

“科幻绘画”“科技模型”“3D创意设计”“STEAM科创”等项
目。遵义市参加国家级比赛人数及获奖等次在全省均排名第
一，科技创新教育工作整体上在全省领先，部分科技竞赛板块
处于西部一流水平。 （来源：遵义教育）

我市科技创新教育结硕果
1校入选全国人工智能教育基地、2区8校

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实验校

本报讯 （记者 饶梅）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认定一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的通知》，公布全
国 148个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名单。道真自治县被认定为

“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是遵义市首个被认定的县。
据悉，近年来，道真自治县紧紧围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

全优质发展的工作目标，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原则，汇万众之心，举全县之力，走出了一条推进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发展的“道真路径”。

在具体工作中，道真自治县县委、县政府瞄准提升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水平，助推全县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靶
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幼有所育、幼有优育”美好期盼，采取

“一减（减少民办园）一转（非普惠园转普惠园）一加（增加公办
园）”的方式，全力提升普及普惠水平。据统计，2023年，该县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在园幼儿占
比已分别达93.55%、100%、74.23%。

2021年以来，该县累计投入资金 2亿余元，采取新建、改
建、扩建、回购等方式，新增公办幼儿园 12所，城区公办幼儿
园学位从450个增加到3445个，极大地增加城区学位供给。

同时，该县采取特岗计划补充一批、义教阶段转岗一批、
县外教师选调一批、“以园养园”临聘一批、政府购买服务一批
等方式，积极补充师资力量。

道真自治县制度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幼儿园，已率先
成为全省“自主游戏”实验县，初步形成上坝土家族本土课程、
旧城镇竹文化课程、河口镇农耕文化课程、仡佬族三幺台饮食
文化课程等，幼儿园保教质量全面提升，公办、民办协同发展
体系更加完善。

道真自治县被认定为
“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本报讯 习水县第九幼儿园由于没有完善相关设施，校
园安全存在诸多隐患。该县政协委员姚大辉撰写提案，建议
迅速采取措施，整治学校周边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很快，问题
得到解决。

近日，走进习水县第九幼儿园，加高的防撞栏、明显的交
通安全标志和排水管网等设施已经施工完毕。

“现在孩子们上下学安全多了，我们家长和学校老师完
全没了后顾之忧。”习水县第九幼儿园园长刘丽介绍，提案交
办给相关部门后，用一个月时间完善了学校的基础设施。

（谢永恒）

习水县

政协委员提案助力
校园基础设施完善

本报讯 （记者 饶梅）记者从
遵义市教育体育局获悉，截至目
前，我市已建成中小学校内“劳动
教育实践园”1495 个。同时建成
15 个市级“职业院校劳动实践基
地”、35 个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全
面实现劳动教育“校校有阵地、县
县有基地”的目标。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
要内容，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
的综合育人价值，是贯穿人一生的

教育。我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不断提升
劳动教育的工作效能、工作基础、育
人功能、育人质量，以及育人内涵，
不断探索实践劳动教育的“遵义做
法”，使劳动教育更成体系化、课程
化、规范化。

2021年以来，除每年学校 5%的
生均公用经费用于劳动教育外，全
市累计另投入劳动教育经费4450.64
万元。

在全面实现劳动教育“校校有
阵地、县县有基地”的基础上，我市
推行以校内实践园实践、学校服务
性实践、家庭劳动实践为主，以校外
基地实践、职业学校实践、社会公益
实践为辅的“实践模式”，为学生搭
建起有场所、有课程、有记录的实践
成长平台。赤水市、余庆县、绥阳县
等地“田园课堂”劳动实践课，多次
受到央媒、省媒报道。

目前，全市已有1个全国劳动教

育改革试验区、2个省级劳动教育示
范县、5所示范校、100所市级劳动
教育示范校，并获评省级劳动教育
优秀教学案例 41个、优秀工作案例
8个，6个劳动课程资源入选国家智
慧教育平台。

如今，各地各校正积极发挥劳
动教育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系
统学习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形
成正确劳动价值观，养成良好劳动
习惯。

校校有阵地 县县有基地

我市积极推进学校劳动教育

2月21日，凤冈县第七小学新建工
程开工建设。该校规划用地面积为
51752.7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9945.52
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为36个班，建设
工期46个月。

（陈昌霖 摄）

凤冈县第七小学开工建设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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