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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潍城区永安路小学以教育教学实际需求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巧借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中各种资源
和板块功能，探索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与学校教育融合应
用的方式和途径，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构建智慧平台有力助推学校日常
教育数字化新样态。

资源交融，助力学生开展深度学习

  学校借助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多元化学习服务优势，
引导学生借助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化资源，如“教学
视频资源”“数字讲义”等，开展预习、自主学习、自
主探究等活动，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架。同时，借助国家
智慧教育平台优质线上博物馆、数字科技馆、“数字敦
煌”以及资源推送与分享功能，拓展学生课外知识的广
度和深度，赋能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多维技术，引领教师队伍专业提升

  基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资源为教师教研提供材料支

撑。发挥平台“教师研修”板块，引领教师进行线上自
主选修提升，向名师名家学习，提升自身师德师风和专
业能力。
  基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为教师研修提供网络化、泛
在化的研修空间。以学校为单位借助平台组建跨学校、
跨区域的教师研修共同体，开展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教
研，打破空间的限制，灵活地开展交流与讨论，实现专
业共同发展。
  发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可视化的评价作用。根据平
台教研记录，采集和分析教师参与研讨次数、发布的观
点、课程观看时间、作业提交时间等研修过程数据，分
析教师的研修行为和研修态度，针对性设计教师发展规
划，发挥“以研促教”的作用。

线上线下，优化课堂教学新模式

  学校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与“双师课堂”“专递课
堂”和常态化课堂教学相融合，支持学校师生能够应用
平台中的资源与对应功能，开展单元教学、项目式教
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方式，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实现精准扶智的
目标。
  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中的体系化资源，丰富课堂
教学内容。鼓励教师根据不同内容的教学需要，利用平
台中的“课程内容介绍”“习题讲解”“实验演示”
“动作示范”视频和“大屏拓展讲解”资源支持课堂教
学，为课堂教学的开展提供支撑。
  借助平台资源为教师课堂教学创设对应教学内容的
学习情境。鼓励教师利用平台中“自主学习”“答疑辅
导”模块功能，创设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场景，应用平
台中“拓展资料”“知识讲座”“教学视频资源”等支
撑课后学习活动的开展，延展课堂教学的时间和空间，
使教师教学更具弹性、更加灵活。
  发挥平台评测类学习内容优势，组织实施个性化教
学活动。鼓励教师利用平台中“双师课堂”“作业活
动”模块的功能，在组织学生开展练习类学习活动时，
应用平台中“作业资源”“习题资源”以及“学习任务
单”等资源和工具，支持学生更好地完成对知识和技能
的巩固，进而完成课堂教学任务，达成教学目标。
                 通讯员 李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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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我们的草莓西红柿，酸酸甜甜，特别可口。”12月21日上午，记者
走进位于寒亭区固堤街道的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刘好鑫的草莓西红柿种
植大棚，刘好鑫热情地说。
　　当天一大早，35岁的刘好鑫就来到大棚内，查看草莓西红柿的长势。种植
大棚内一片色彩斑斓，一排排苍劲翠绿的藤蔓上挂满沉甸甸的草莓西红柿，有
红有绿，个个圆润饱满，惹人喜爱。
  刘好鑫说，这是他第一年种植草莓西红柿，按照目前的行情来看，这条路
选对了。“坐果率和长势都不错，而且口感特别好，北京、上海的顾客纷纷打
电话下单。”他说，这茬草莓西红柿是今年8月底种的，现在陆续成熟上市。
  “现在摘草莓西红柿，就跟摘‘金疙瘩’的感觉差不多。”刘好鑫笑着
说，他种植了10亩大棚，一年可以收获5万公斤。现在每公斤草莓西红柿可以
卖到60元，他们已经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喜柿番倍”。
　　小小的草莓西红柿闯出大市场。今年11月18日，在寒亭潍县萝卜市民品鉴
会上，刘好鑫种植的“喜柿番倍”草莓西红柿一炮而红。11月21日，“喜柿番
倍”草莓西红柿跟着寒亭区人民政府进京推介，100公斤草莓西红柿被北京市
民抢购一空，酸甜可口的口感吸引着北京市民纷纷下订单。
　　刘好鑫说：“前几年，我成立了农综区产学研（山东）科技创新有限公司，为农
业发展搭建平台，引进人才。借助这一优势，专门成立了农综区喜柿（潍坊）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并在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开始试种草莓西红柿，效果很
好。”刘好鑫说，作为一名新农人，他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为更多种植户提
供种子、全程技术指导、服务并统一销售，还不断提升品质，做强品牌，做大优
势，探索农产品精深加工新模式，延伸农业产业新链条，将草莓西红柿卖向全
国，不仅把“喜柿番倍”这块招牌打出去，还要叫得响、擦得亮。

寒亭区固堤街道

小小草莓西红柿
闯进京沪大市场

　　12月17日，雪后的天气寒冷刺骨，但安丘市石埠子镇城西村的一个个草莓大
棚内却温暖如春，种植户们采摘草莓、疏花、控温，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雨雪天气后这几天有点阴冷，棚内温度低，昨天天晴棚内温度回升。这几
天的草莓价格在二十五六元一公斤。往年草莓一般都是元旦前上市，今年天气暖
和，草莓提前一个月成熟。今年我种了8个大棚，目前正是盛花期，春节前后大量上
市。到时候即便20元钱一公斤，一个棚也能赚3万多元。”城西村村民刘火明说。
　　据了解，城西村有耕地1416亩，草莓种植面积800亩，一半以上的村民都种草
莓，户均年收入7万元左右。今年2月15日，一场新闻发布会开进了城西村，吸引
了全省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城西村草莓迅速“出圈”。当时，发布会还让农民
“唱主角”，村里的草莓种植大户刘火明被邀请上台，介绍自家种植草莓的经验
做法。
　　村民张砚波种了6个大棚，全部是最受欢迎的“香野”草莓。“‘香野’草
莓甜度达17.5%，是目前最好的草莓品种。品质好、种植面积大，所以我们这里
的草莓不愁销路，青岛、东营、天津等地的客户都来村里拉。”张砚波说。
　　安丘市石埠子镇是远近闻名的“中国草莓之乡”，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大
面积发展草莓种植，目前全镇种植面积达2.5万亩，有“甜宝”“红颜”等名优品
种20多个。近年来，该镇建立健全“五化、四定、三包”农产品安全检测体系，
注册了“爱上青山”“优加果蔬”“石埠子”等品牌商标，2022年，石埠子草莓
又顺利通过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
　　“我们围绕‘向前’振兴苗业、‘向后’发展加工业的目标，探索建立了源
润繁育农场等一批规模化、智慧化的现代育苗基地，培育了‘咖啡草莓’‘太空
草莓’等新品种，发展了绿航食品等一批草莓精深加工企业，投资打造‘产融·
草莓田园小镇’，引领带动全镇乃至周边10万亩草莓产业提档升级。”石埠子镇
党委副书记王文亮说。

安丘市石埠子镇城西村

草莓火“出圈”
致富路更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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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砚波在采摘草莓。刘好鑫查看草莓西红柿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