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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先生，约上朋友，一起

学习摄影、医学等慕课；一门从线下搬到线上

的课，此前 20 年听过的学生可能一共只有近

2000 人，现在一堂课就吸引近 3000 人……在

线教育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国教育数字化

建设近年来取得显著成就。

经过 10 余年的探索，截至目前，中国上线

慕课数量超过 7.68 万门，注册用户 4.54 亿，在

校生获得慕课学分认定 4.15 亿人次，服务国

内 12.77 亿人次学习，建设和应用规模居世界

第一。

慕课平台
拓宽全民学习渠道

“老师的教学生动、务实、举一反三，让像

我这样非本专业的学生也能听得入迷。”“艾

老师的课堂真正让我摸到了数据分析的门

槛！”偶然点开在线平台的评论区，北京邮电

大学教授艾新波才知道，自己教授的慕课《R
语言数据分析》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高校、不

同专业的同学参与学习。

2013 年中国慕课建设开启以来，其优质、

共享、便利的特点，为许多人提供了学习机

会，成为推动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引擎。“采

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方式授课，学生可以充分

利用慕课资源先行自学，再通过课上串讲、专

题延伸等形式深入学习，优化了学习手段，也

提高了学习效率。”艾新波说。

“好的大学，没有围墙”。每次点开中国

大学慕课官网，北京市民陈睿都会被这句话

打动。“学完《不朽的艺术》，更想去博物馆看

展了；学完《方言与中国文化》，对方言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工作之余，陈睿在慕课学习中

体会到了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2022 年 3 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正式上线，聚焦学生学习、学校治理、教育

创新等功能，开设德育、课程教学、劳动教育

等栏目。累计注册用户突破 1 亿，浏览量超过

367 亿次、访客量达 25 亿人次。最新数据显

示，平台已汇聚高等教育优质慕课 2.7 万门，

覆盖本科 12 个学科门类，93 个专业类。

北京大学开设的《军事理论》，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防政策、国家安全等内

容的教学之中；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音乐鉴

赏》，从音乐表现机制、音乐欣赏方式与层次

等方面提升学生音乐修养；《走进故宫》课程，

从历史、建筑、藏品出发，将真实生动的故宫

故事娓娓道来……

“数字教育正让更多优质资源突破时空、

联通城乡、跨越山海，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说。

“慕课西部行”
推动教学资源共享

一块屏幕，让相隔数千公里的哈尔滨工

程大学和塔里木大学两校学生，“走”进同一

间教室。

“发电发动机和发电机组是邮轮电力的

主要来源，中央电力推进系统也是动力来源

之一。”哈尔滨工程大学《电力电子技术》课

上，屏幕另一端塔里木大学的同学积极与老

师互动交流。“相隔数千公里，但大家就像坐

在一起上课一样。”哈尔滨工程大学智能学院

2021 级学生金泽同说。

课前，两校授课教师就课程内容、重点难

点、组织形式、教学流程等积极沟通，确保这

堂理论知识晦涩难懂的课程达到最好的教学

效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就好比邀请

远方的客人来到家里做客，我们要拿出精品

课程和优质师资。”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生院

副院长刘海波说。

2013 年起，教育部指导实施“慕课西部

行”计划，通过慕课供给、师资培训、教学平台

服务，精准对接西部地区高校教学需求，把东

部的优质课堂“搬”到西部，提升当地教育教

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慕课西部行’正在

改变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学校的管。”教育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

四川音乐学院与喀什大学开设的《中国

民族民间舞》课程，借助全景教学空间同步开

展动作示范，让新疆歌舞文化“跳”进西南高

校 ，也 让 大 气 磅 礴 的 彝 族 歌 舞 响 彻 新 疆 校

园。在喀什大学，这样的异地同步课堂已开

展 80 余门，学校基于在线学习平台及大数据

分 析 平 台 ，将 信 息 技 术 与 教 育 教 学 深 度 融

合。“‘慕课西部行’深刻改变了喀什大学的教

育教学和管理理念。现在，学校已建设近 200
间智慧教室，教师们也开始尝试着自己制作

在线教学资源。”喀什大学党委副书记赵斌

表示。

从“同上一堂课”到“同答一张卷”再到

“共建一门课”，“慕课西部行”在探索中逐渐

实现由“用”到“建”，从“引进”到“输出”的转

变。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所有中西部高校均已使用慕课开展

在线教学或混合式教学，东部地区高校累计

面向西部高校提供 19.84 万门慕课及定制化

课 程 服 务 ，帮 助 西 部 地 区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学

506.94 万门次，参与学习学生达 5.36 亿人次。

慕课出海
加速全球教育数字化

“在印尼，我们很难学到这类课程，我很珍

惜这次学习机会，不管是知识还是在线学习体

验都是全新的。”来自印尼特布卡大学的迪亚

通过在线平台，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一起完成了

城市环境工程课程的学习，不必来到北京，便

能享受到中国顶尖学府的优质教育资源。

如今，同上一堂课的同学可能来自不同

省份的不同学校，甚至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像

迪亚一样接受中国慕课教育的海外学生已经

遍布全球。

近年来，我国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分享

中国慕课与在线教育成果，推动高等教育在

数字时代的创新与变革。2020 年发起成立世

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构建起高等在线教

育国际合作交流机制，成员包括来自 6 大洲

16 个国家的 23 个高校和在线教育机构。依

托联盟，中国慕课开设了 341 门次全球融合式

课程、10 个全球融合式证书项目，与全球 30
余家知名高校和在线教育机构合作搭建了课

程引进与输出的双向沟通渠道，吸引全球学

习者近 2540 万人次。

西安交通大学依托丝绸之路大学联盟，

开设能源化工、健康医疗等 30 个培训专题和

743 门课程；西南交通大学落实“一带一路”倡

议，开展课程、教材建设，培养了 80 余个国家

的 5000 余名轨道交通人才，辐射海内外 200
余所高校、10 万名线上学习者；南方科技大学

帮助柬埔寨、肯尼亚等 13 个国家建设了智慧

教室……“慕课出海”，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分享中国经验，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了力量。

2024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

育联盟正式成立，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国际版上线。这是继 2023 年世界慕课

与在线教育大会首次在海外举办后，中国数

字教育国际发展取得的新突破。

“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

版向全世界免费推送 780 门中国‘金课’，为全

球学习者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学习支撑，与

世界各国共享优质的数字化教育资源，满足

不同地区人们即时化的学习需求。”教育部副

部长吴岩介绍，国际版平台的推出，将为打造

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有韧性的数字教育提

供更广阔的平台。

（来晨曦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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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慕课学习人次达12.77亿，上线课程超7.68万门

拓宽教学边界 共享优质资源
本报记者 闫伊乔

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国家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截至目
前，上线慕课数量超过7.68万
门，学习人次达12.77亿，建设
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教育
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核心阅读

■大数据观察R

绿色的田野孕育着收获的希

望。在河南省虞城县大杨集镇谢

店村，一座座白色的大棚点缀在

田间，到了该给西瓜整枝、授粉的

时节了。

上午 10 点，户外气温直逼 30
摄氏度，大棚内的温度更高。“瓜

秧已经长到合适的长度了，这几

天陆续开花，要赶在花谢前授上

粉。”51 岁的村民王新年已经劳作

了 4 个小时，豆大的汗珠不停从

额头渗出，“40 多天之后西瓜就能

成熟，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哩！”

谢店村四季分明，主要种植

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以及西瓜

和反季节蔬菜等。王新年种了十

来年西瓜，是谢店村最早的一批

瓜农。去年赶上好天气、好价格，

他每亩地进账万把块钱。

为了让村民的辛勤付出获得

更多回报，谢店村在细节上下足

功夫。

“ 过 去 种 的 瓜 ，皮 薄 不 耐 运

输，出瓜时损失很大。”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葛庆磊带着瓜

农外出学习，引进了现在广泛种

植的“美都”瓜，“这种瓜不仅皮薄

瓤厚，而且不易开裂，适合长途运

输，每斤能多卖 5 毛钱。”

西瓜的品质提升了，销路也

要打开。不同客户对西瓜大小和

成熟度的要求不同，谢店村精准

扶贫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积极对

接销货渠道，帮瓜农选择合适的

客户。临近出瓜时节，从本地商

超、农贸批发市场到各地客商的订单纷至沓来。

“这儿就像一个信息集散地和服务大平台，帮大伙儿把

好瓜卖得更快、更省心。”合作社负责人袁永涛说，“去年收

瓜高峰期，一天能从村里拉走 30 万斤西瓜。”

瓜农关双全有 30 亩西瓜大棚，这两年行情不错。他想

扩大种植规模，但资金短缺让他犯了难。他第一时间找到

葛庆磊：“葛书记，该咋办？能不能帮俺想想办法？”

“给你联系银行，让他们来办贷款！”葛庆磊说的，是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虞城县支行推出的上门贷款服务。“根据你

的种植规模，可以申请 15 万元贷款。这笔钱可以随借随

还，用多少算多少利息，利息低至 3 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虞城县支行客户经理刘佳鑫的话，让关双全的心安定下来。

农民种地不容易，收成好坏受天气影响大。前两年雨

水多，遇到连续集中降雨，地里的积水排不出去，庄稼受灾

颗粒无收，快要成熟的西瓜烂在地里，全村经济损失超 100
万元。怎么和天气做斗争？葛庆磊指了指田地四周的沟渠

说：“喏，秘诀就在那里。”

为减少排水不畅带来的涝害，谢店村多方筹措资金修建

排水渠。2023 年 6 月，全村排水沟渠贯通，总长近 15 公里。

“旱时能引水浇地，雨时能排水防涝。别看这沟渠不起眼，作

用可大着呢！”葛庆磊说，“当强降雨来临，这就是庄稼地的

‘护卫渠’。”

走在谢店村的田间地头，满眼都是新绿。乡亲们在这

片土地上辛勤劳作，6 月收小麦、种玉米，10 月收玉米、种小

麦，春节后种西瓜……喷洒农药等都可以由技术人员操作

无人机完成。

离开谢店村那一天，记者再次来到王新年家的西瓜大

棚，顺着标记，找到了此前自己亲手授粉的瓜藤。短短十几

天，西瓜已经从指甲盖大小长到拳头般大，再过 20 多天就

能成熟上市。

“看这瓜长势不错，等成熟了，保甜！”王新年黝黑的脸

上绽放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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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县驻村手记

本报北京 5月 14日电 （记者杨昊）记者 14 日从共青

团中央获悉：共青团中央日前召开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全国视频调度会，对 2024—2025 年度大学生志愿服务西

部计划工作进行部署。

2024—2025 年度西部计划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重要领域，更好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突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示范引领青年在平凡岗位上坚定理想信念；突出基层导

向，把项目重点聚焦基层，工作力量下沉基层；突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落实东西部协作机制，积极开展促

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

据了解，2024—2025 年度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实施规模

为 3 万人，分为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

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卫国戍边、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 8
个专项。

共青团中央部署 2024—2025年度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工作

本报北京 5月 14日电 （记者冉永平、丁怡婷）记者从

国家电网获悉：世界首个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张北可再

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以下简称“张北柔直工

程”），累计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超 300 亿千瓦时绿电，约等于

820 余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张北柔直工程采用我国原创的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将

张北新能源基地、承德丰宁储能基地等新能源基地与北京

负荷中心相连，主要将张家口地区的新能源电力送往京津

冀地区。

张北柔直工程于 2020 年 6 月建成投运，输电线路长度

666 公里，建有中都、康巴诺尔、阜康、延庆四座换流站。截

至目前，工程已累计节约标准煤 1050 万吨。

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京津冀输送超300亿千瓦时绿电

■追梦路上R

悬崖峭壁之上搭桥，高山峡谷之间架梁，

难度有多大？

贵州花江峡谷大桥建设现场，搭乘施工电

梯往上爬升，迈出电梯那一刻，峡谷吹来的风，

径直从耳边呼啸而过。眼前是近 200米高的桥

塔平台，江水在脚下流淌，心跳突然加速。

“大家在作业前，一定要检查好各自的安

全装备，看清踩稳脚下的路，安全才是第一

位！”每天早上来到施工现场，锚碇技术员田

红锐第一件事就是叮嘱安全，接着掏出施工

图纸和笔记本，讲解当天的施工要点，记录大

伙儿的反馈意见，避免带着疑问上岗。

花江峡谷大桥位于贵州安顺市关岭布依

族苗族自治县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

丰 县 接 壤 处 ，是 六 安 高 速 公 路 的 控 制 性 工

程。大桥全长 2890 米，主桥桥面与谷底的北

盘江水面垂直高度达 625 米，接近 250 层楼

高，建成后将成为主桥跨径和高度世界第一

的山区桥梁。

锚碇技术员要做什么？

“这里地形陡峭，风场复杂，突风更是常

客，平均一个月至少有 10 天刮大风，极易影

响施工安全，耽误工程进度。”田红锐说，他们

利用上风观测激光雷达，通过数据处理和分

析，快速掌握桥位的风速风向，从而保障施工

安全。

由于海拔高、气流强、温差大，在花江峡

谷大桥锚碇施工中，如何有效控制大体积混

凝土浇筑过程也是一大难题。

“昼夜温差超过 20 摄氏度，浇筑时必须

控制好混凝土温度，否则受热胀冷缩影响，容

易出现气泡、裂纹等问题。”为确保浇筑过程

顺利推进，田红锐和项目团队组建大体积混

凝土攻关小组，通过研究新工艺、新方案，把

控施工，解决温控等难题。“含水量、含泥量、

浇筑时间等都要精细管理，精准把控。有时

工艺需要，必须连续不间断浇筑，我们经常三

天两夜连续蹲守。”田红锐说。

目前，锚碇双幅主体均已顺利完工。看

着大桥结构逐渐成型，田红锐很有成就感：

“眼看着大桥从无到有，慢慢架起来，就像看

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

今年 4 月初，花江峡谷大桥猫道架设完

成。作为悬索桥上部结构作业的高空施工平

台，两条猫道将大桥两岸主塔连接起来，形如

“空中走廊”，为后续主缆架设、索夹吊索安装

等关键工序施工提供条件。

“通过猫道辅助，目前大桥首根主缆索股

牵引完成，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主缆架设施

工阶段。”田红锐介绍，每根主缆由 217 根索

股组成，他要跟同事一起，利用深夜温度及风

速较稳定的窗口期，使用智能测量仪器和定

位系统，对主缆线形进行调索，将误差控制在

2 毫米以内，为下一步钢桁梁吊装施工打下

坚实基础。

花江峡谷大桥预计 2025年 6月建成，届时

横穿峡谷的时间将从两个小时缩短至两分钟。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让贵州有了开放

发展的闯劲和后发赶超的拼劲。我为家乡建

高桥，感到无上光荣！”田红锐说。

贵州花江峡谷大桥锚碇技术员田红锐—

“我为家乡建高桥”
本报记者 苏 滨

上图：田红锐（左）同工友交流施工要点。

右图：建设中的花江峡谷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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