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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学校建设是夯实智慧教育发展的基础。近年
来，宣州区以智慧学校建设为契机，持续推进互联网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教育改革与创新，确保教育教学质
量得到有效提高。

初冬，上午9点，暖阳高照，花香扑鼻。走进宣州区
孙埠镇建国教学点，虽然偌大的校园里只有5名学生，但
是教学资源应有尽有，尤其是前不久该教学点升级了学
生终端、教师终端、练习中心、互动终端及系统后，实现了
校内百兆到桌面的网络环境，不仅为智慧学校建设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让大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科技赋
能的魅力。

“老师，这题选B，我的答案已提交。”
“不错不错，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解题思路。”
在张贴着“网络连接世界 信息沟通心灵”字样的微

机室内，学生小心地轻点眼前的平板电脑，随后和老师互
动起来。对师生而言，尽管目前正处于摸索阶段，可是好
奇心让大家对智慧课堂充满了兴趣，也期待在以后的教
与学中收获更多惊喜。

智慧课堂实际上是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的智能、高效的课堂。
从2015年起，宣州区便开始进行智慧课堂的试点工作，

以智慧课堂带动智慧学校建设。截至目前，该区共建成
39所智慧学校，总投入3200多万元，明年计划再投入
1.1亿元建成57所城镇智慧学校，届时该区所有城镇和
乡镇学校将全部建成智慧学校。

与孙埠镇建国教学点略有不同的是，朱桥慈济中心
小学早在2020年9月份就正式启用了智慧课堂。如今，
该校的智慧课堂已让300多位学生实现了在学中乐、乐
中学，学习成绩也大大提高。

“接下来，我们一起玩个小游戏，准备接收哦！”11月
2日上午10点多，徐月琴老师站在朱桥慈济中心小学四
年级（1）班的讲台上，向学生们发出学习“邀请”。

话音刚落，台下学生的平板电脑上迅速出现了生动
有趣的益智小游戏，每一位学生都认真思考，并自信满满
地选择出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

不一会儿工夫，学生们的答题情况全都显示在徐老
师身后的大屏上，包括正确率、错误率、易错点等。徐老
师立即根据屏上的反馈信息做出教学调整，重点讲解出
错率较高的相关知识点。

该班学生贾忠平在平板电脑上学得格外认真，答题
正确率也特别高，获得老师表扬的他心里乐开了花：“智
慧课堂比传统课堂有趣多了，内容可丰富了，有抢答，有
小组活动，还有好多益智小游戏，我很喜欢。”

智慧课堂深受同学们的喜爱，更受教师们的欢迎。
“智慧课堂一方面能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

好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另一方面，它具备完善的在
线水平能力评测、丰富的题库组卷以及海量的资源备课
素材，对教师教学很有帮助。”徐月琴难掩喜悦地介绍道。

编制智慧学校规划、推进智慧学校建设、夯实培训使
用机制……乘着信息化建设的东风，宣州区教体局始终
按照计划一步不落地推动智慧学校建设。据宣州区教体
局电化教育馆馆长冯俊介绍，下一步，区教体局将继续紧
紧围绕智慧学校建设，组织相关科室开展培训、教研以及
运维服务等工作，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
而又公平的智慧教育。

宣州区：搭乘“互联网＋”快车 畅享高质量教育

绩溪讯 “想不到政府考虑得这么周到，我
们外出打工还给我们发交通补贴，真是太让人感
动了！”日前，在苏州工业园打工的绩溪县板桥头
乡尚田村村民汪驰和胡安平，先后领到了500元
转移就业交通补贴，两人喜笑颜开。与他们一
样，今年来，仅板桥头乡就有 120 人领到了交
通补贴，不仅积极鼓励了脱贫劳动力稳定就
业，还进一步促进了群众就业积极性，提升就
业意愿。

为全面巩固农村脱贫成效，绩溪县把落实交
通补贴政策作为鼓励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
举措。一方面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对转移就业交
通补贴的发放对象、补助标准、所需资料及发放程
序进行明确。另一方面扩大宣传面，采取电话、短
信、宣传单、微信群、公示栏上门等多种方式宣传，
扩大就业交通补贴政策知晓率。在农村，通过乡
村振兴工作队、村“两委”“一对一”上门解读补贴
政策的方式，对常年在外务工的转移就业脱贫劳
动力，逐一打电话或发微信，告知申请交通补贴需
提交的相关材料、标准等，使之心中有数，提高转
移就业的热情。

为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绩溪县人社
部门严把政策落实关，安排业务骨干负责补助审
核，并结合“三送一交心”活动，通过询问村级信
息员、电话抽查等方式，全面排摸和核实申请交
通补贴人员就业情况，以保障每一个符合条件的
转移劳动力都能享受到交通补贴政策。

据了解，绩溪县转移就业交通补贴对象为在
县外工作6个月以上的脱贫劳动者，补贴标准为市
内县外300元、省内市外400元、省外500元。截
至目前，全县共发放交通补贴45.98万元，惠及954
人，有效发挥了就业资金的作用，充分调动了脱贫
劳动力通过转移就业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特约记者 周明助）

宣州讯 日前，宣州区人民法院组织13名
执行干警对一涉恶案件被执行人刘某的别墅进
行搜查，现场搜出了512瓶茅台、五粮液等名酒
以及数万元现金，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犯罪经济
基础，有效维护法律权威。

2020年8月，刘某因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
事罪、强迫交易罪、重婚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并处罚金 302万元，追缴违法所得 537.5
万元。进入执行程序后，刘某先后两次缴纳了
200万元，仍余639.5万元拒不履行。执行干警
遂通过网络总对总系统、不动产登记系统对刘
某银行账户存款、房产等财产情况进行查询，发
现其名下房产或是有抵押权或是被外地法院查
封均无法有效处置变现。为尽快实现黑财清
底，执行法官决定对其家人目前居住的别墅进
行强制搜查。为确保搜查工作有序进行，该院
执行局事先组织召开涉黑恶财产刑专班小组碰
头会，就该案搜查方案进行了周密部署、应急处
突等进行全面把控。

11月11日上午8时，执行干警抵达被执行人
刘某别墅，依法向其家人亮明身份，宣读搜查令，
并释明其应配合搜查的义务。随后，执行干警对
该别墅衣柜、床铺、抽屉、保险柜等进行了“地毯
式”搜查，不留一个死角。为确保搜查活动公平公
正公开，执行干警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
录像，并由搜查人及见证人签字确认。执行干警
告知刘某亲属，如继续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
的义务，法院将对搜查财物进行评估鉴定后予以
处置。

全面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化，宣州法院
将紧盯“打财断血”不放松，用足用好执行措施，加
大对涉黑恶财产处置力度，对涉黑恶犯罪财产“一
网打尽”，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空间和土壤，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丽娜 李木远）

绩溪：促进脱贫劳动力
转移就业954人
发放45万余元交通补贴

宣州法院“打财断血”
加大对涉黑恶财产处置力度
被执行人豪宅搜出500余瓶
茅台、五粮液

朱桥慈济中心小学朱桥慈济中心小学，，老师正在用智慧课堂给孩子们讲课老师正在用智慧课堂给孩子们讲课。。

泛黄的信纸，褪色的墨迹，这是
臧永元历年收集整理的申报材料。
这一条申报之路，因年代久远、资料
缺乏、旧人故去，注定曲折漫长。

1930年的夏天，郎溪姚村红旗
猎猎，呐喊声声。农民赤卫队高举
镰刀斧头，掀起一场暴动，创建了
郎溪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姚
村苏维埃政府，这是姚村最鲜明的
红色记忆。

“姚村有不少先辈在暴动中牺
牲，我母亲是牺牲队员熊恩才的遗
孀，我的三哥熊传富是他的遗腹
子。”1979年，臧永元从部队转业回
郎溪工作后，母亲多次嘱咐其帮熊
恩才申报烈士身份，臧永元这才惊
奇地发现，被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
视为楷模的革命先辈们，却一直没
被认定为烈士。

怀着对革命先辈的敬意，怀着对
家族的情意，臧永元做出了一个决
定：为牺牲的姚村赤卫队员“正名”。

自此，臧永元踏上了长达40多载
的漫漫追寻路。

“正名”，首先要确定所有牺牲
的姚村赤卫队员的姓名。“敌我斗争
激烈时，为了保证安全，很多材料都
销毁了，不少队员献出生命却无人
知晓。”那时，臧永元利用周末时间
四处走访调查。他根据母亲的回
忆，走遍了姚村夏桥的每一个角落，
前后找到了60多名知情人，最终确
认了家乡有21人参加赤卫队，在姚
村暴动中牺牲。

他们分别是：李同洲、阮大佑、阮
开全、费新海、吴清福、张官成、熊恩
才、陈建富、张传和、彭本富、阮大任、

傅正楷、马国太、谈本杰、何元成、刘
海、江玉成、陈家洪、王大成、姚大牛、
戴四娃。

1981年 4月 21日，臧永元将调
查收集的21人的材料，上报到郎溪县
民政局和省民政厅。臧永元说，因为
缺少认定资料，第一次申报并没有成
功。1982年，赤卫队员遗属张清福在
自家老宅的墙缝中，发现了一份当年
赤卫队开会人员的画押名单。他找
到臧永元，两人将这份珍贵的资料交
到郎溪县党史办，相关资料得到进一
步完善。

退休之后，臧永元更是将全部精
力放在追寻之路上。2011年，臧永元
又进行了第二次申报，但由于年代太
久远，也没能等到好消息。

几次申报不成，不少人劝臧永
元别认死理，“搞不成就算了”。可
他没有放弃，他一遍遍到档案馆、
纪念馆查阅史料，联系当地新四军
后人、志愿者，深挖历史细节。“当
年赤卫队员为了农民打天下，不怕
流血牺牲，我为他们做这点事，无
怨无悔。”

2013年，臧永元和一批赤卫队
员遗属商量后决定，第三次先申报
当地党史资料记载较完整的 8 位
赤卫队员：李同洲、阮大佑、阮开
全、费新海、吴清福、张官成、熊恩
才、陈建富。

精诚所至，金石可镂。2014年
5月20日，安徽省民政厅发出《关于
同意追认陈建富等八名同志为烈士
的批复》。

牺牲80多年后，这其中的8位革
命烈士终得“正名”。

一个都不能少

八旬老党员追寻40载 成功为21名烈士“正名”
◇本报记者 余健 徐文宣 张玉荣 文/图

“咚咚咚……”11月23日，一个和煦的深秋
午后，一阵敲门声打破了郎溪县建平幼儿园宿舍
202室的平静。

81 岁的老党员臧永元打开门，一份文件递
到他面前，“臧老，您的愿望实现了！”来人高兴地
报喜。

他们是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两名工作
人员，递上的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追
认彭本富等13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的复印件。

臧永元有些吃惊。他双手拿过文件，反复看
了好几遍，随后眼中泛起泪花：“终于等到这一天
了！他们可以安心长眠了！”

至此，姚村暴动的21名革命烈士全部成功
“正名”，臧永元老人40年的追寻也划上了一个
圆满的句号。

“坚持了40多年了，我对家人、对
21位烈士终于有一个圆满的交待了！”
回顾多年的申报之路，老党员臧永元觉
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不管是对臧老，还是对我们当地
来说，21位烈士申报成功都是一件特
别有意义的大事。”夏和斌表示，每一
位英雄都会被铭记。再过不久，在夏
桥村的“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展览馆
内，21位烈士的姓名将被一起刻在“岁
月留痕 睹物思人”展板的“英名录”

上。每一个走进展馆的人，都能清楚地
看到他们的名字。

绿水青山慰英灵，在距离姚村苏维
埃政府旧址一公里处的青苔岭上，目前
正在兴建一座烈士墓园。姚村镇内有墓
可迁的13位烈士，将在那里集中安葬，
安然长眠。

青山有幸埋忠骨，岁月从不负忠
烈。跨越40载的追寻，追寻的不仅仅
是一个称号、荣誉，更是一种对革命先
辈的敬意、一种对先烈精神的礼赞。

完成家族嘱托的臧永元并没有停
下脚步。他说，自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
三哥熊传富后，看到已是古稀老人的兄
长激动得泪流满面，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13位英雄的遗属们也还苦苦等待
着，我不能因为自家的事情解决了，就
甩手不管了。”

一个都不能少！这是臧永元给自
己、给烈士们的承诺。

之后的岁月里，臧永元继续为其他
13位烈士奔走着。“申报烈士的程序非
常严格，材料需要层层上报和批复。”郎
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夏和斌告
诉记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知情人
士相继去世，申报之路越来越难。

但臧永元和当地相关部门都没有
放弃。2016年到2019年，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和臧永元一道，3次赶赴省民政
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咨询、完善相关
认定。

这份坚持迎来了更多人的努力。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为这些英
雄做些事情。”据郎溪县党史和地方志
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2020年，他们对
郎溪姚村暴动进行了更深层地挖掘，通
过多次走访调查，出版了《郎溪暴动》
（续）。最终，在当地的党史上，正式记
录下了这13人的相关事迹。

2021年5月21日，郎溪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将最新收集的资料，上交到了
上级部门。

令人激动的是，经过层层审核，11月
19日，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终于收
到了13位烈士追认的批复。

同样期盼着好消息的，还有烈士马
国太的女儿马菊英。今年已经98岁高
龄的马菊英，是13位烈士中唯一还在
世的直系亲属。“太好了！真的太好
了！国家没有忘记他们，我父亲他们可
以安心长眠了。”接到信息后，老人家在
电话中泣不成声。她说，自己和家人一
定会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

B 一个不能少的承诺

C 一份等待40年的圆满

◇本报记者 徐晨 特约记者 王香 文/图

臧永元老人正在翻看自己珍藏的申报资料臧永元老人正在翻看自己珍藏的申报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