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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全省106个县（市、区）

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市、区）督导评估认定。2018年底，

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达

到“20条底线要求”。31个贫困县、区

（不含叶集区）摘帽时，义务教育巩固率

均接近、达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2020年，全省学前毛入园率达94.9%，

义务教育巩固率95.5%，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92.3%。贫困家庭学生失学辍学

问题实现动态清零，建档立卡家庭学生

应助尽助，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奠定了

坚实基础。

改善办学条件，是教育扶贫的重点

工作之一。五年来，我省持续倾斜安排

贫困革命老区、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转移

支付资金，加大对办学条件改善的支持

力度。2016年以来，累计安排贫困县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和高中阶段建设

类项目资金 126 亿元，占全省资金的

60%，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

件，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集中改善普通

高中办学条件，实施现代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工程。

2018年以来共建成2090所贫困地

区义务教育小规模学校（教学点）智慧

学校，实现全省32个贫困县区的全覆

盖，完成全省58%的乡村中小学（3479

所）智慧学校建设，超出规划任务12个

百分点。2020年，全省义务教育薄弱

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完工校舍及

运动场面积423.14万平方米，完成生活

教学设备采购26.97万台套件，完成投

资额64.62亿元。做好大别山革命老区

农村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采暖保暖工作，

按照“一县一案”“一校一策”，统筹各类

项目资金 2.21 亿元，科学采用校舍保

暖、设备取暖、个人防护用品保暖等措

施，19个大别山革命老区县（市、区）

96.27万名学生受惠。

32个贫困县小规模学校智慧学校全覆盖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汉代淮南王刘安的主要活动地——八公山，

在这里和他的门客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哲学巨作《淮南子》；楚文化的故

乡，中国豆腐的发祥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的寿

县；拥有“万亩芦苇荡”“千亩荷花淀”，被誉为“华东白洋淀”的焦岗湖湿

地公园；被誉为“华夏第一人文洞府”的茅仙洞……淮南市文化旅游资源

丰富，名山、秀水、古城、新村交相辉映。

记者从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淮南市各大景区

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注重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服

务质量，旅游市场文明安全有序，汇人气更聚财气。全市共接待游客

193.04万人次，同比增长90.30%；实现旅游收入5.64亿元，同比增长

96.40%；接待游客、旅游收入已恢复至2019年水平。

全市各大景区持续火爆，共有8个4A级景区，其中，寿县古城暨八

公山、龙湖、上窑、焦岗湖、焦岗湖影视城、淮南八公山、寿县博物馆等7

个旅游景区正常对外开放，吸引众多游客。

为适应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求，淮南市各家景区注重丰富旅游产品

供给，较好地满足了游客对“食、住、行、游、购、娱”的体验追求。八公山、

寿县古城、焦岗湖等景区，推出呼吸天然氧吧、爬山、登古城墙、亲水等特

色活动；中国豆腐主题文化园、玉兔DIY体验馆、宝根园生态农庄等景

区，推出磨豆腐、制洁面皂、做手工等旅游体验活动；龙湖公园、上窑国家

森林公园、舜耕山等景区，推出避峰休闲、毅行健康跑等特色旅游活动，

让游客怡然自得、乐在其中。

今年，淮南市将持续开展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加快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加快建设寿州古城、八公山历史文化旅游区、焦岗湖旅游度假

区建设，谋划建设寿州古城沿瓦埠湖（江淮运河）至新桥国际产业园的

“百里画廊”水上游线和东淝河、淮河水上游线。挖掘淮南文化旅游资

源，努力建设独具淮南特色和文化魅力的品牌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大力

发展数字影视、数字动漫、数字游戏、文化衍生产品等相关产业，不断完

善文化创意产业链。同时，还将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做好楚王陵（武王墩

墓）考古发掘工作、大通九龙岗民国建筑群维修保护工程、寿春城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寿州古城保护工程等。

文旅融合发展
亮出特色品牌淮南：

2016 年以来，国家、地方、

高校三个专项招生计划共录取

3.7 万人；共资助建档立卡家庭

学生 514 万人次，累计资助金额

61.6 亿元；2018 年以来共建成

2090 所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小规

模学校（教学点）智慧学校……过

去5年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始终坚持把教育扶贫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高

位推进，聚焦贫困地区学校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断健全体制机制，精准落实

政策要求，着力从源头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 记者 于彩丽

星报讯（记者徐越蔷） 4月18日，记者跟随“皖美”安徽全媒体采访团

来到定远县江巷水库。当天正值江巷水库工程下闸蓄水，这标志着总投

资30.58亿元、历时4年多时间建设的江巷水库枢纽工程开始发挥效益。

江巷水库枢纽工程位于定远县连江镇境内，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

池河流域中的重要骨干工程，也是国务院列入“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的

172项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工程于2016年11月正式开工，2020年主体

工程完工。

随着江巷水库正式蓄水，年均可为定远境内供水2.41亿立方米，可

发展灌溉71.59万亩农田，同时将池河上段防洪标准提高到20年一遇，

保护耕地面积10.2万亩和部分乡镇街道，保护总人口8万人。目前，驷

马山滁河四级站干渠工程已顺利开工建设，江巷灌区工程项目前期正在

快速推进，一个建设区域覆盖定城、吴圩、仓镇、界牌集等12个乡镇，建

设资金总投入高达200亿元的超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即将拉开序幕。

据了解，根据规划，定远县以江巷水库为依托，以长江和淮河为补充

水源，科学布局水源管网，整合原16家水厂资源，规划建设7大规模水

厂，形成五大供水片区，所有水厂管网互联互通，实现城乡供水“同水源、

同管网、同水质、同服务”。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获得安全饮用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

求。近年来，滁州市围绕破解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难题，积极探索农

村供水体制机制改革，精准施策出实招，有力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进

程。滁州市水利局把2019年作为城乡供水一体化启动年，2020年作为

推进年，2021年作为高潮年，印发了《滁州市2021年城乡供水一体化高

潮年实施方案》，要求各地要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

确时间节点、细化目标任务、责任落实到人，按时间任务抓紧抓细抓实。

今年将联合市卫健委、市效能办继续加大对各县（市、区）城乡供水一体

化的督查。确保2021年底全面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让农村居民

真正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幸福水。

5年来全省3.7万人通过三大专项计划进入重点大学

扶贫又扶智
教育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探索农村供水改革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滁州：

为让贫困孩子有学上，我省出台了

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学杂费政策、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

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费补偿政策，制

定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幼儿学前教育

资助标准、解决义务教育有保障突出问

题的实施方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实施办法，印发关于引导支持高校食堂

面向贫困县（市、区）采购农产品的意见

和扩大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实施范围的通知。

同时，持续拓宽贫困地区学生接受

优质教育渠道，大力实施面向农村和贫

困地区学生的国家、地方、高校三个专

项招生计划，2016年以来共录取3.7万

人，更多的贫困学生进入重点大学学

习。自主实施高职（高专）院校招收革

命老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专项计

划，2019年以来共录取1.1万人。职业

技能培训工作方面，依托职业院校培训

资源，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新型职业

农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残疾人等群

体开展培训，2016年以来，累计培训65

万人次。

三大专项计划5年来共录取3.7万人

我省还坚持以“学段全覆盖、标准最

高档、对象无遗漏、项目可叠加、结果可

查询”为原则，落实并完善建档立卡家庭

学生资助“双保险”工作机制，确保每一

个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应助尽助，一个不

少一个不漏。2016年以来，共资助建档

立卡家庭学生514万人次，累计资助金

额61.6亿元。

落实学生营养改善政策，2016年

以来，累计下达营养改善计划资金

48.7 亿元，覆盖 21 个贫困县区，试点

学校覆盖面和受益学生覆盖率均为

100%，惠及学生 150 余万人，有效提

升了贫困地区儿童、少年的体质健康

水平。

2020年，省教育厅筹措专项资金

500万元专项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学生资助；资助14名有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的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发放一次性

补助金4.6万元。据统计，全省资助受

疫情或洪涝灾害影响学生40.1万人次，

发放专项资助资金1.6亿元。

5年共资助建档立卡家庭学生514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