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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发布

图说

近日，省教育厅印发了《安徽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

材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2022年前，我省将

全面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全面使用新教材。日前，

省教育厅就有关政策进行解读，在学制、课时、学分、课程

类别和考试评价上明确具体改革举措。□ 记者 于彩丽

学制和课时：
通过18课时的科目内容学习可获得1学分

普通高中学制为三年，每学年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40 周，社会实践 1 周，假期（包括寒暑假、节假日等）11

周。每周 35 课时，每课时按 45 分钟计。每学年分两学

期。省教育厅明确，学生通过18课时的科目内容学习可

获得1学分，科目教学时间安排一般为18课时的倍数。

课程类别：
必修课程统一安排选修课程学生自主选择

在课程类别上，普通高中课程由必修、选择性必修、

选修三类课程构成。其中，必修、选择性必修为国家课程，

选修为校本课程。普通高中开设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

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技术（含信息技术和通

用技术）、艺术（或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科目和综合实

践活动、劳动等国家课程，以及校本课程。在科目安排上，

结合我省实际，必修课程统一安排，选择性必修课程由学

生根据高校专业科目指引、兴趣爱好和毕业学分要求自主

选择，选修课程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校结合实际安排。

毕业学分要求：
普通高中生毕业最低要求修满144学分

目前，我省高中生通过“会考”就能毕业，新课程改

革后，高中生能否毕业将与学分挂钩。省教育厅表示，学

生完成相应课程规定课时的学习并考试（考核）合格，即

可获得相应学分，普通高中学生毕业学分最低要求为

144学分。

选课走班：
推进选课走班 尊重学生选课自主权

“各地要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指导学校

制订选课走班指南。分类分层设计可选择的课程，尊重

学生的选课自主权，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选课需求。”省

教育厅明确，开发课程安排信息管理系统，提高教学管理

水平和资源使用效率，构建规范有序、科学高效的选课走

班运行机制。

学生指导：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指导机制

在加强学生发展指导上，省教育厅要求，学校要建

立健全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建立专兼结合的指导教师队

伍，注重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指

导机制。

考试评价：
学校须制定本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

在完善考试评价上，各地要加强对学校学分认定的

指导和管理，扎实推进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实施。“学校

必须制定本校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利用全省

中小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客观地记录学生各方

面的突出表现，反映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省教育厅表示，

考试命题应注重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与学生生活经验，强

调综合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利于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高中生毕业最低要修满144学分
省教育厅解读《安徽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方案》 安徽融资贴息1000亿元稳制造业

星报讯（记者 祝亮） 7 月 3 日，记者从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安徽省制造业

融资财政贴息专项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正式出台。我省将实施1000亿元的制造业融

资贴息政策，稳定制造业投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是安徽经济的基本盘，制造业投资在安

徽全省总投资的占比达三分之一以上。实施 1000

亿元的制造业融资贴息政策，是我省应对疫情发生

后新形势新变化的重要举措，将专项支持制造业贷

款，贴息资金直接拨付企业。

《实施细则》明确，此次支持的企业范围是登记

注册、税收户管地在安徽省内的企业，在国家有关商

业银行或其他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开立账户，资信情

况良好，具有与项目建设相适应的出资能力，无不良

信用记录及重大民事、经济纠纷等。支持的项目范围

包括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省内

制造业（不含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新建和技术改造项目。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先进制造业项目。项目相关手续完备，在建或具备

开工条件。同时，贴息范围为2020年1月1日起签

订并发生利息的投资项目贷款。

此外，贴息补助实行“先付后贴”方式，项目单

位凭项目借款合同、贷款银行出具的利息支付清单

申请贴息。同时，明确项目贴息率（以国家开发银

行的制造业优惠贷款利率为基准，贴息 40%）、贴息

时限（单个项目贴息年限不超过 3 年）、承担比例

（省、市县按各50%分担）、资金来源、最高限额（单个

企业省级贴息金额最高5000万元）和支持政策。

星报讯（赵科伕 邱向峰 记者 马冰璐） 7 月上中旬

合肥仍处于梅雨季节，潮湿闷热，中下旬还要面对高温酷

暑。昨日，合肥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本月市民应重点预

防新冠肺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虫媒传染病、肠

道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

新冠肺炎主要症状有发热、干咳、乏力等，重型病例多

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甚至出现死亡。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是风险依然存在，再次提醒市民，不

能放松警惕、掉以轻心，要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在人员密集

的封闭场所、与他人近距离（小于1米）接触时佩戴口罩；咳

嗽、打喷嚏时注意遮挡；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注意保

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加强室内通风消毒。养成“一米

线”、勤洗手、戴口罩、公筷制等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主要症状为发热，且多在

38℃以上，伴有乏力、厌食、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市

民从事农事或户外活动时，尽量戴帽，穿浅色、光滑的长

袖、长裤，扎紧袖口、裤口，外露皮肤涂抹驱避剂，防蜱叮

咬；避免在草地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露营；离开时要留

意身体和衣物是否有蜱叮咬或附着。一旦出现发热、叮

咬部位发炎、溃烂或红斑等症状，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并告知蜱叮咬史。

食源性疾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等，部分病

例伴有发热、呕吐等症状。预防方面，首先要把好病从口

入关，个人做到饭前便后、加工制作食品前要洗手；定期

对餐具进行消毒；要注意生熟分开、食物及时妥善地低温

保存；在外就餐不吃生冷、半生的海产品和水产品等食

物；吃海鲜、涮羊肉等时，要彻底煮熟；不吃腐烂的蔬菜、

水果；饭菜吃多少做多少，如果吃不完要及时放入冰箱密

封保存，如需再次食用，要彻底加热。

如因食用不洁食物感染细菌或病毒出现腹泻症状，

应做到：暂停上课、上班，居家隔离休息；被污染的食物不

能继续食用，丢弃时需密封包裹；患者须调整饮食，吃易

消化的食物，如米汤、糖盐水等减轻胃肠道负担；同时注

意腹部保暖等。

6月安徽省供应
各类建设用地33712.29亩
环比增长29.5%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自然

资源厅了解到，2020 年 6 月，全省建设用地供应稳

中有进，各类建设用地供应面积总计 33712.29 亩，

同比增长53.3%、环比增长29.5%。

在 6 月全省供应的各类建设用地中，包含划拨

土地11652.2亩，出让土地22041.15亩,出让土地面

积同比上升76.2%、环比上升27.9%。6月全省土地

出让价款 213.15 亿元,同比上升 15.92%、环比下降

7.36% 。 从 用 途 来 看 ，6 月 全 省 供 应 商 服 用 地

1153.68 亩 ，住 宅 用 地 7955.78 亩 ，工 业 用 地

12955.88 亩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等 其 他 用 地

11646.94亩，工业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其

他用地供应面积较上月有较大提升。

另据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数据显示，6 月全省

供应房地产开发用地171宗，成功出让141宗，出让

面积总计约522.83万㎡，出让金额总计约194.0933

亿元。其中，全省供应住宅用地 121 宗，成功出让

91 宗，出让面积总计约 445.92 万㎡，出让金额总计

约177.27亿元。

从贫困户到种植能手
今年56岁的张俊汉是安徽省肥西县花

岗镇天堰社区的农民，因妻子大病救治致

贫。2014年，张俊汉一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扶贫干部的帮扶下，张俊汉申请

到5万元贴息贷款，流转20亩土地开展瓜蒌

种植。这几年，张俊汉的农场规模越来越

大，水稻、瓜蒌等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 800

多亩。如今，张俊汉已经脱贫，成了当地有

名的种植能手，并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图为

7 月 5 日，张俊汉在瓜蒌种植园里查看瓜蒌

长势。 □ 新华社发 刘军喜/摄

7月，注意预防新冠肺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