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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有“千里眼”

在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环境工作
人员只需戴上 VR 眼镜即可从第一视角实时
监测白洋淀水质变化，酸碱值、化学需氧量等
水质数据一览无余。

“这些监测数据来自天地一体化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中国联通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该
网络由无人机VR视频监测设备、多功能无人
船、应急监测车等设备组成，结合 5G、北斗等
创新技术，可将视频监测设备所拍摄的河道生
态情况及传感器采集的水质监测数据实时回
传分析，这套监测体系大大提升了雄安新区生
态环境科学监管能力。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数字科技正在
助力“极度濒危”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
的监测与保护工作。猿鸣作为海南长臂猿野

生种群保护的一项重要监测指标，其传统采集
工作由于长臂猿机警的天性、在树冠活动的习
惯，以及传统声纹采集设备数据存储量小、人
工采集费时费力等原因，开展十分不便。“监测
队员不仅要赶在天亮前去监测，而且也要看运
气，也许在赶到之前，长臂猿的叫声就已停止，
再去寻找就很难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
韦富良说。

如何大幅提升海南长臂猿监测数据的可
获取性和时效性？华为“数字包容”项目组联

合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等给出了答案。通过
一套由声音监测终端、无线连接、云服务和人
工智能组成的实时监测方案，声音数据可以全
天候实时回传云端并实现 90 天长期稳定监
测。同时，很多人工难以识别的长臂猿鸣叫声
还可借助算法被顺利提取分析，目前识别准确
率高达89.2%。

“有了物联网、无线网络、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的助力，环境工作人员就好比有
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这些技术可以让环境监测

更高效、让预警更主动、让治理更科学。”华为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工程动态实时“感知”

水利部去年组织开展数字孪生流域建设
先行先试，甘肃省“疏勒河”和“引洮工程”入选
全国试点。

啥是数字孪生流域建设？甘肃省水利厅
信息中心网络安全科科长夏天介绍：“通俗来

说，就是在数字世界为流域或水利工程投射出
一个‘孪生兄弟’。分布于河道、岸坡等处的监
测传感设备，能像人体的神经网络一样去‘感
知’现场的实时动态。”

就拿疏勒河昌马灌区来讲，借助数字孪生
疏勒河平台，现在只需10分钟就能将灌区管理
范围内 79.95公里的干渠巡查一遍，管理效能
大大提升。同时，有了这个“孪生兄弟”就像为
流域、水利工程装上了“大脑”，不仅能对潜在问
题进行预报，对洪水等突发情形进行预演，还
能通过动态预案管理对紧急事件提前预警。

在甘肃舟曲，“白龙江电子防洪沙盘”现已
建立了“10天风险预警，3天预报预警，实时监
测预警”相嵌套的洪涝灾害防御预警体系。截
至去年 11 月，“3 天预报预警”预测 15 毫米以
上降雨 11 次，降雨监测准确率为 78.5%；在四
川遂宁，当地水文中心通过整合河道管理范围
内3D数据，实现了涪江、琼江两条河流的淹没
范围数字化，将洪水预见期延长了 10—20 个
小时；在浙江宁波，依托甬江流域数字孪生平
台，“梅花”台风期间余姚站水位将达 3.7米被
提前3小时预判。

数字孪生流域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的
“四预”能力逐步彰显。据悉，水利部去年完成
了对56家单位的94个数字孪生流域和数字孪
生水利工程先行先试实施方案审核及“十四
五”七大江河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方案审查和数
字孪生流域建设总体方案编制工作。

数字化解决方案日渐丰富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推动生态环境智慧治
理，加快构建智慧高效的生态环境信息化体
系，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自然资源三维立体“一
张图”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构建以数字
孪生流域为核心的智慧水利体系。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就数字生态文
明建设具体指出了3个方向：一是提升数字化
环境治理能力，优化完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
水利等动态监测网络和监管体系；二是更好推
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加强数字基础
设施绿色化改造升级以及绿色低碳相关产业
向智慧化、数字化转型；三是普及数字化绿色
生活方式，推进公共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的数
字化应用等。

如今，经过多部门联手努力，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日渐丰富。但生态
环境数据资源分散、标准不一、应用不深、协同
程度较低等问题依然存在，数字技术助力生态
环境保护的巨大潜力仍有待进一步挖掘。业
内人士认为，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统筹协调机制
的建立健全，生态环境领域的数字化应用有望
大规模开展，真正助力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
明的建设与发展。

高效监测、提前预判、科学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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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辽源市中核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借助数字科技监控污水处理设备状态。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在吉林省辽源市中核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借助数字科技监控污水处理设备状态。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线上课堂覆盖广

“把杯子扣放在桌子上，用一只手
握住，准备开始……”这是贵州省丹寨
县兴仁小学开设的一门“玩转节奏”趣
味课。课上，学生们跟随视频中的老
师学习杯子舞、练习节拍感。

利用互联网设施，兴仁小学全面
升级课后服务，引入探秘人工智能、中
国象棋入门等 10 多门素质课程。线
上老师讲授，线下老师组织课堂互
动。丰富多彩的课程深受学生们喜
爱。“这些年，学校的数字化教学设备
不断更新。我们的孩子可以和大城市
的孩子同上一节课，享受优质的教育
资源。”兴仁小学校长蔡金权说。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是安
徽省智慧学校建设整体推进试点县。
借助智慧学校建设的契机，金寨共建
设 114 所学校的智慧课堂教学系统，
保障偏远教学点孩子也能享受到名师
的高质量教学。

借助教育数字化平台，全国广大
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教育振兴的步伐愈
发坚实。在青海，各级各类学校利用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不仅开齐
语数英等科目，音体美等课程的开课
率也逐年提高；在浙江桐乡，艺术互联
网学校打破了时空局限，将名师“带
到”乡村学校教学现场，既带来优质课
程，又培养出当地的教学骨干；在广

州，白云区以智慧教研平台为载体，统
筹城乡教研实施与管理，有力提升农
村教育质量……教育数字化平台正成
为乡村教育振兴的好帮手。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日前发布
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在线教育等数字化服务
供给持续加大，截至 2022 年 12 月，中
国农村地区在线教育占农村网民整体
的 31.8%。“优质教育资源有效服务了
学生自主学习、教师教学改进、农村优
质资源共享和家校协同育人。”教育部
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说。

自主学习资源多

在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课堂上，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老
师王磊点击“开始”，大家仿佛瞬间穿
越时空，置身马克思的住所。“新颖的
虚拟仿真教学方式，让课程中的人物

‘动’起来、事件‘亮’起来、理论‘活’起
来，增强了课程的亲和力，提升了学生
的兴趣。”王磊说。

“数字”为桨，奋楫争先，大中小学
因时因地积极开展教育数字化平台的
实践，教育数字化平台正在成为教育
质量提升的新引擎。在辽宁，高校组
织成立在线跨校教研团队 500 余个，
吸引教师 1 万余人参与，共同开发网
络课程资源。有学生说：“慕课带来教
与学模式的改变，为我们自主学习提
供了更多可能。”

在上海，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实训
平台不断优化完善，将知识可视化，实
现人机交互。有教师认为：“平台突破
了空间和设备限制，调动了学生参与
实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解决了学生
实际操作时间不足的问题。”

在浙江，省级免费在线答疑应用
“浙里问学”平台上线，为学生提供个
性化的教学。许多家长说：“在线课堂
能根据孩子学习程度，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辅导，学习效率明显提高了。”

在教研、教学、作业、答疑环节，
经数字化“加工”，创设出专递课堂、

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探索出跨校
跨区域在线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大规模在线+小规模定制+翻转
课堂”等教学方法。

目前，大中小学平台在拓展终端
应用场景、强化平台交互功能等方面
已作出积极探索，支持多终端使用，服
务自主学习、教师备课、双师课堂等应
用场景。同时，开发了大数据平台，可
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分析，从而有针
对性地改进教育教学和评价资源的质
量效果。

精准教学效果好

教育数字化平台正成为国家普及
全民教育、推广终身教育的推进器。
从事财务管理的李菲在工作之余，根
据高顿教育研发的智能财经学习平
台的规划进行学习，她在一年内通过
了国际注册会计师的最后3门高级别
课程。

高顿教育研发负责人认为：“教育
数字化平台的搭建，可以更精准地帮
助学生提升学习效果，可以改善教学
体验，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使学生更

有效地掌握知识，以实现更高的学习
目标。”

针对职业教育，火星时代教育自
主开发在线技能学习平台，通过内容
数字化、在线化，收录优质课程超过
6000 门。火星时代教育产品负责人
关玲认为：“保证教学效果、解决用户
需求至关重要，在科技赋能下，平台
希望借助立体多元的教学生态，托举
更多人的职业梦想。”

打开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中小学、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三大
资源平台，15个试点省级平台一应俱
全。这一国家级教育平台自2022年3
月28日正式上线以来，日渐成为个性
化自主学习的重要渠道。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小学
平台现有资源4.4万条，职业教育平台
接入国家级、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1173个，高等教育平台汇集2.7万门优
质慕课，中国基本建成世界第一大教
育教学资源库。“我们把资源数据中心
和提供公共服务结合起来，为学生学
习、教师教育教学、学校教育管理和教
育改革研究提供有力支撑。”教育部部
长怀进鹏说。

一根网线连接城乡，一个平台汇聚课程

“送”名师到大山腹地
本报记者 杨俊峰

一根网线，连接城乡，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一个平

台，汇聚资源，以数字技术

服务推动构建学习型社

会、学习型大国。教育数

字化平台使学习形态更加

灵活、学习资源更加丰富、

学习终端更加普及，为构

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

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发

挥重要作用。专家认为，

教育数字化平台的普及应

用，正让数字之光照亮教

育前行之路。

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华王乡大塘村小学学生通过“云课堂”上音乐课。
郭立亮摄（人民图片）

本报上海电 （记者沈文敏）
国内首个数据交易链的建设工
作日前由大数据流通与交易技
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上海数据交
易所联合启动，这也是国内数据
流通交易领域的新一代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目前，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
易系统建立了登记、挂牌、交易、交
付、清结算和凭证发放六大业务环
节，通过建立数据交易链，利用区块
链存证和智能合约等技术，使这些
业务环节更加安全、高效和透明。

基于数据交易链，交易前，在
智能合约中设定数据产品的基本
信息、价格和交易方式等内容，实
现数据产品的登记挂牌，为数据交
易的后续步骤奠定基础；交易中，
链上存证每一笔交易订单、交付信
息和清结算信息，交易双方可以实
时监测交易过程的进展，确保交易

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交易后，通过
区块链生成交易凭证，每个凭证将
会被分配一个唯一的数字标识，关
联整个交易过程的链上数据，支撑
交易产品权力确属、交易监管和纠
纷处理等。区块链技术将数据交
易系统的业务环节上链，大大提高
数据交易的效率、安全性和透明
度，使得交易参与主体互信互认，
为各方从登记、确权到交付的交易
全过程提供安全保障，体现交易所
监管客观公正。

数据交易链的建设目标是构
建一个技术自主可控、以平台生态
完善为核心的联盟链技术体系，从
而在数据产品流通交易中提供登
记确权、存证防伪、数据溯源、交易
监管等功能，进一步支撑数据安全
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解决数据产品
流通领域中权属确定、可信流通、分
布式交易等多维度的难点。

国内首个数据交易链建设启动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加快推进公共文化共享空间建设，在城区
人口密集场所、乡镇集镇建起具备自助借还功能的“智慧书屋”，24
小时免费对外开放，以满足居民的阅读需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丰富的精神大餐。图为市民从奉新县城区华林广场的“智慧书
屋”借阅图书。 刘继刚摄（人民图片）

家门口的自助书屋家门口的自助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