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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街道上，一辆无人驾驶小巴士

自动亮起转向灯，接着减速并线，实现平稳转弯——这是

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应用场景。

“智能网联汽车怎样发展？我们认为单‘车’作战是不

够的，要实现‘车路云一体化’，将车辆、道路、大数据与云

计算技术连为整体，才能更好地实现智慧出行。”国家智能

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云控平台部技术总监杜孝平介绍。

2022 年 4 月，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简

称西部智联）应运而生。西部（重庆）科学城坚持传统产

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并重，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产业智造高地。

重庆金桥机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近年来逐步向新能

源汽车配件企业转型升级。“以前，公司各个信息系统自

成体系，物流布局乱、人工依赖高、生产效率低。”总经理

胡清华说，经科学城改革发展局牵线搭桥，施耐德智能制

造重庆创新中心为公司量身定制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实现生产效率提升 42%，生产周期缩短近 90%。

新兴产业方面，“车路云一体化”方案正在落地。前

不久建成投用的科学城智能网联示范区一期，已建成一

套领先的云控基础平台，打造 9 个生态共建的网联应用

平台，建成 50 公里感知连续覆盖的城市智能道路，建设

300 余个智能路侧点位，成功接入超千辆各类网联车。

西部智联总裁褚文博介绍，西部智联已先后孵化培

育了 10 余家企业，持续赋能产业发展。汇聚整车、关键

零部件等 40 余家企业，涵盖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实时的

云、可靠的网、精确的图……西部（重庆）科学城正在构建

全流程、全要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

西部（重庆）科学城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探索推动智能

网联汽车开展全域道路测试、应用示范和商业运营，预计

到 2025年，科学城将初步构建起“车、路、云、网、图”全产业

生态体系，建成西部智能网联汽车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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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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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NASswBT-XYS{CDE <̂tFG )̂*HIT-JK78)

*|3~*LL

MN):*OP7867Q'0R&pGSG-NO%Fv):

*TbUoSVVOPTMNW+-+:X&STbUoTcXXY6

Z-[\k]OP78^̂ w_`78ASakbamTc!Ecde

fg-htSijklmknoTp}-c: 3k3;,-JKqNij

rs3{z4~z-t/):*u;4L-D*S*!v f̂!w x̂!yT&)

:*TbUoz{_)vW+L

mIC-NO%|W}aWS'$%no78<~T-!%UVSI)

ICTq978&"3q# $̂Gq#-RICht{%&. 7̂8lt^

$'CD '̂(/(&$%b+_)'no<~-e#fb)*SI)I

CT&"S~*-+,,fS4-_P@ +̂$.CD /̂:EI<T&+

]0S)/-_TW+-;1E$ ÊB&'HIJK+L2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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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北京理工大学硕士毕业生陆薇回到家

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名定向选调生。谈起这一

选择，她说：“在国家资助政策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

学业。如今学成归来，建设家乡，我责无旁贷。”

像陆薇一样，得益于日益健全的学生资助体系，越来

越多的学生不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更从中获得自

强不息、全面发展的激励。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

国学生资助已实现“奖、助、贷、免、勤、补、减”多元政策相

结合，年资助人次 1.6亿，年资助金额 2900多亿元。

体系更加完备
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付慧萍出生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的一个偏远山

村。 2012 年，她的父亲在工地意外受伤导致终身残

疾，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就在我们最窘迫的时候，党和政府的关怀悄然而

至。”付慧萍说，初中期间，在义务教育“三免”政策基础

上，她每年享受 1250元的家庭经济困难生生活补助和每

年 2000 元的教育扶贫救助基金。高中期间，每年享受

3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和 1500元的教育扶贫救助资金。

持续的资助下，付慧萍得以安心读书。去年，她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同时获得大学生新生入学资

助 1000元，育才教育基金会资助 5000元，并办理了生源

地助学贷款。

“一路走来，每位帮助我的人、每笔助学资金，我都

记在心里。”付慧萍说：“我要将关爱化作前行的动力，

脚踏实地、努力学习，把爱与希望传递下去。”

保民生、暖民心，学生资助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

祉。近年来，从建立实施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到免除普

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再到设

立中职国家奖学金，出台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国

家资助办法等，学生资助范围逐步扩大、规模稳步增

长，实现了资助政策“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

前不久，《关于调整完善助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

知》印发，通知明确，国家助学贷款每生每年最高贷款

额度提高 4000 元，国家助学贷款利率调减 30 个基点，

同时开展研究生商业性助学贷款工作。教育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学生受助需

求变化，将逐步对各学段资助政策进行完善。

“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既包含助困功能的政策，

又包含奖优和鼓励引导功能的政策，每一项资助政策

的出台、调整、完善都进行了充分调研与论证，既借鉴

国际普遍经验，又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丁小浩说。

帮扶更加精准
大数据分析成为学生资助工作

的参谋助手

收到西安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让河北省张家

口市张北县的李亚峰既兴奋又着急：“今年夏天发生暴

雨洪涝灾害，我们家经济损失比较严重。不知道像我

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申请困难补助？”

一筹莫展时，学校辅导员的电话，解了李亚峰一家

的燃眉之急。“入学前，老师给我详细介绍了资助政策，

并指导我申请了抗灾专项困难补助，办理了助学贷

款。报到时，通过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我顺利入学，学

校还发放了床褥等必要生活用品。”李亚峰说，这些关

爱让自己感到十分温暖。

在学生资助的过程中，如何保证不落一人、不让一

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如何把每一分钱都落

在实处、发挥效用？“精准”成为题中之义。

“精准资助要以信息化作为支撑，让数据成为学生

资 助 的 参 谋 助 手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党 委 副 书 记 孙 早

介 绍，学校搭建大数据分析与服务平台，全面打通学

工、教学、招生、就业等 16 个部门业务系统，构建学生

多维度、全周期成长档案，为学生精准画像，准确识别

受助学生。对于消费习惯突然改变、学业成绩下降、考

勤作息不规律等异常情况，通过预警信息，提醒辅导

员、班主任及时跟进开展困难补助、学业辅导、就业咨

询、心理援助等相关工作。

精准是学生资助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生资助的基

本方法。河南省全面推行国家资助系统，实施数据定

期报告制度，实现资助管理信息化，还研发面部识别监

管系统，推动资助资金纳入惠民惠农“一卡通”发放；北

京大学开设燕园起航项目，网格化帮扶受资助学生，实

现院系资助工作经办人和起航导师对经济困难学生的

交叉覆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鼓励教职工将困难生家

访融入外出调研、交流研讨、社会实践等工作中，着力

提高资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各地各校多措并举，

确保学生资助更公平、更高效。

“从制定认定依据、细化工作程序、建立比对机制

着手，精准识别受助学生、摸准底数，运用技术手段进

行智慧资助，运用大数据分析开展隐形资助，如今，学

生资助政策落实的精准性、及时性显著增强。”丁小浩

表示。

培养更加全面
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升

前段时间，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刘礼文参加了一场

让他印象深刻的主题社会实践。10 天时间里，团队成

员来到西藏，在洛扎县拉郊乡进行边境村庄考察调研，

在乡村小学开展爱国主义宣讲，在边境同边防战士与

护边员一同巡边……

“我来自四川偏远乡镇，作为学生资助政策的受益

者，能有机会来到边疆，见证祖国的发展变化、繁荣富

强，我非常感谢国家和学校，在未来学习和生活中一定

更加努力、更加坚韧、更加积极。”刘礼文说。

“让学生走进社会、深入一线，了解国情民情，厚植

家国情怀，是我们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北

京邮电大学资助中心主任陈炜介绍，学校逐步构建起

全方位、多元化资助育人体系，确保每位受助学生生活

有保障、学习有动力、发展有平台。

近年来，学生资助逐步从保障型向发展型延伸，受

助学生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发展。各地各校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奖学金评选、助学金申请、助学贷款

办理、勤工助学等环节，深入开展励志教育、感恩教育

和诚信教育，着力培养学生争先创优的精神，劳动光荣

的意识和自强不息的品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

观、就业观和价值观。

与此同时，在资助政策的引导下，“解困—育人—

成才—回馈”的良性循环逐步形成。数十万名受助师

范生投身农村基础教育，改善了农村教师队伍的素质；

累计 75 万名高校毕业生扎根中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

区和老工业基地基层就业，优化了基层干部队伍和专

业人才结构；累计 176 万人次享受应征入伍服兵役国

家资助（含直招士官），推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学生资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做好经济帮扶、

生活帮扶的同时，更加重视学生的素质培养和能力提

升，在学习、学业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和帮助，在社会实

践方面提供和创造更多机会，在就业创业方面进行更

多引导和帮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让每个孩子

都能成长成才、实现人生梦想，应当成为学生资助工作

的更高追求。

（曾宇昕参与采写）

年资助人次 1.6亿，年资助金额 2900多亿元—

大数据助力学生资助精准高效
本报记者 丁雅诵

■大数据观察R

本报杭州 11月 14日电 （记者刘军国）今年以来，浙江省淳安县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站党支部以“红色工地”为载体，成立“质安先锋”党员服务队，指导服务符

合条件的建设项目成立工地首批临时党支部 5 个，形成支部建在项目上，党旗飘在

工地上，全力护航建设工程项目平稳有序推进。

“十分感谢‘质安先锋’服务队，及时帮我们查出安全隐患，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淳安县第三中学工程项目经理介绍，该项目依山而建，地形起伏较大，导致教学楼、

艺体楼、报告厅等主体建筑同步施工，不易发现的安全隐患多。通过支部共建，“质

安先锋”服务队与工地党员定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党员志愿服务，把好安全关、

质量关、服务关，检查发现安全隐患 50余处，重大安全隐患 4处，停工整改 1次。

同时，淳安县“质安先锋”服务队还与县生态集团负责项目建设的临时党支部

开展支部联建，同学习共检查，为该集团在全县陆续开工的 7 个工业厂房项目提供

安全文明施工、工程质量控制等全方位指导服务，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难

点，进一步发挥党员在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中的“平安护航”先锋模范作用。

成立“质安先锋”党员服务队

浙江淳安以党建护航平安建设

本版责编：纪雅林 邓剑洋 董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