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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5 日宣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 7 月 1 日至 2
日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三届夏季
达沃斯论坛。其间，李克强总理将出

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
论坛主席施瓦布和与会的外方领导
人，并同工商、金融、智库、媒体界人
士对话交流。

本届论坛主题为“领导力 4.0：全
球化新时代的成功之道”。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1900 余名政、商、学、媒
体界代表将参会。

本届论坛 7 月 1 日至 3 日将在大
连召开，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这
个东北最南端的港口城市。记者从
大连市商务局获悉，近年来大连深

耕日韩经贸合作打造对外开放新高
地。目前，日韩已成为大连外资最大
来源地。

据新华社

李克强将出席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7月1日至3日在大连召开 大连面向东北亚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本报讯 记者杨忠厚报道 6月25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
行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辽宁
实践”为主题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辽宁专场新闻发布会。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求发作新闻发
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副书记、省
长唐一军回答有关提问。

陈求发在作新闻发布时说，辽宁
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第一炉
钢、第一架飞机、第一艘巨轮等 1000
多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都诞
生在辽宁，因此辽宁也有“新中国工
业的摇篮”“共和国长子”的美誉。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辽宁也和全国一
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经

济社会蓬勃发展，开放之门越开越
大，发展活力越来越强。

陈求发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辽宁振兴、牵挂辽宁发展、心系辽
宁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辽宁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辽宁在新
的起点上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八大、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落实新
发展理念和“四个着力”“三个推进”，
迎难而上，砥砺奋进，辽宁振兴发展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一是着力在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确保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在辽宁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二是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振兴
发展，辽宁经济步入平稳健康的发展
轨道。三是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政府要过紧日子，老百
姓要过好日子，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大大增强。四是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
展理念落地见效，辽宁的山更绿了、
水更清了、天更蓝了、空气更清新
了。五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党风政风持续上扬，社会风气
持续好转。

陈求发说，70 年峥嵘岁月，70 年

砥砺奋进，辽宁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辽宁的实践，充
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
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
加坚定了全省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更加坚定了全省各族人民决胜全
面小康、共圆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
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勇于担
当、积极作为，扎扎实实办好辽宁的
事情，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
面、再创辽宁新辉煌。

随后，与会媒体记者围绕辽宁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高质量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重返 6%以上，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优化营商环境，以改革
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和对外开放等问
题踊跃提问。陈求发、唐一军以具体
的事例和详实的数据，逐一回答记者
提问，充分展示辽宁推进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生动实践和扎实成效。

发布会前，陈求发、唐一军参观
了现场同步举办的“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的辽宁实践”主题展览。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福海出
席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
局局长、新闻发言人胡凯红主持发布
会。

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生动实践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辽宁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陈求发作新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唐一军回答有关提问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
客户端记者胡婷婷报道 我
省已将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的价格较高的靶向抗癌等
药品纳入全省医保支付范
围，然而，目前出现部分靶向
抗癌药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后，医疗机构不供应或供应
不足等情况。为解决该问
题，省医保局日前下发《关于
积极解决国家医保谈判抗癌
药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问题
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所有
登记肿瘤科的三级综合医院
和肿瘤专科医院，要将国家
医保谈判抗癌药纳入医院的
药品处方集和基本用药供应
目录，不得以医疗费用总控
等理由影响药品供应。

省医保局工作人员昨日
回应本报采访时表示，为落
实国务院“把更多救命救急
的好药纳入医保”的决策部
署，我省已将纳入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的价格较高的靶向
抗癌等药品纳入全省医保支
付范围。“纳入医保后，就可
以有效地减轻参保患者的用
药负担。”

但在执行落实过程中，
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医疗机构
不供应或供应不足等问题。

依据该紧急通知，各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需要将国
家医保谈判抗癌药配备和使
用情况纳入各级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指标体系和相关评审
评价工作，确保医疗机构配
备国家医保谈判抗癌药种类
齐全、数量可满足患者需求。

头戴VR虚拟现实设备遨游于浩
瀚宇宙或非洲草原，探秘自然科学的
奥秘；灵感突然到来，便可随时点开
公共区域的电子屏幕，动手操作虚拟
实验器具验证自己的猜想；上课铃声
响起，学生们打开 pad 来场课前小测
验，哪些知识掌握得不够好大数据即
刻给出分析，方便教师“以学定教”。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正逐渐改
变着现代课堂教学的面貌和模式，别
以为这些炫酷的高科技操作离现实
的校园生活还很远，作为沈阳市信息
化试点学校，第 165 中学进行数字校
园环境下的初中“泛在学习”环境建
设实践已经有五年时间，上述极具未
来感的数字化教学场景就是这所学
校的日常。昨日，该学校向教育系统
相关部门进行了试点成果汇报，这意
味着，该校在探索实践中形成的宝贵
经验和做法将有望推广到沈阳越来
越多的学校中。

VR、PAD、虚拟实
验成为教学好帮手

在李飞老师的VR创客课堂上，学
生们各自头戴VR虚拟现实设备，微微
转头即可感受360度沉浸式体验。

“原来血液中的细胞是这样呀！”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细胞很特别？”
课堂上，学生们可以随时根据所看到
的景象进行提问、讨论、探究。

李飞老师介绍，VR 技术和配套
教学资源的引入极大地激发了学生
的探究热情，课程资源涉及的领域广
泛，自然科学和人文地理无所不包，
学生们通过沉浸式体验进行自主探
究学习，开拓了视野，提升了学习能

力，也锻炼了口才。
另一间教室中，李锋宇老师的数

学课已经开始。首先进行的是课前
小测验，学生们打开各自的 pad 一一
完成做答。很快，测验结果的大数据
分析也自动生成，李锋宇身后的电子
屏幕上立刻显示出每道题的正确
率。根据实测结果分析，老师就可以
清晰掌握学生们普遍遇到的问题在
哪里，以及不同学生的薄弱点在哪
里，这样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接
下来的教学讲解，以学定教，提高课
堂效率和教学效果。

“微课”“云班”为学
生“私人订制”学习内容

下课铃声响起，各楼层走廊一角
的虚拟实验探究区热闹起来。学生
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各电子屏幕前，
有的点开系统搜索自己感兴趣的实
验视频观看起来，有的则在屏幕上选
取了实验用具，动手操作验证自己的
实验猜想。“刚才老师给我们做的实

验我觉得还有另一种方法，”学生曾
子涵边说边做，旁边几个同学也盯着
屏幕期待着实验结果。

165 中学校长金至涛介绍，学校
通过数字化校园环境的创建为学生
提供了一种“泛在学习”的环境，也可
以说是“无缝学习”环境。学生可以
随时随地从教育资源库中获取到自
己想要了解和探索内容，还可以动手
操作，通过虚拟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猜
想。而丰富多样的资源和方便快捷
的实验操作又会触发学生的探究动
力和创造性思考。

根据“吃不饱”“跟不上”等不同
情况的学生，教师自主研发了数字化
学案及微课、虚拟云班课程资源等，
学生们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课余时
间在线上进行“私人订制”式的学习。

新教学模式让教师
和学生成“跨界达人”

数字化校园环境和“泛在式”学
习环境的创设让更多的教育模式探

索得以有效开展。比如在165中学就
开设了一系列 STEAM 创客校本课
程，自主研发了教材，并开发了明德
APP、禁毒 APP 等，让学生以他们喜
爱的动手实践、游戏闯关等形式进行
任务探究式学习，既提升了学习兴
趣，也提升了实践本领。

以“自然科学实践与创新”这一
STEAM 创客课程为例，不仅课堂模
式新颖，老师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转
变，这门课程的主讲教师杨智博原本
是化学老师，但自打开设“自然科学
实践与创新”课程后，他就变成了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全能型教师，因
为每一章节的课程内容都需要引导
学生通过资料查找和学习、自主探究
实验来完成一个实践创新任务，“现
实生活中，各学科知识不是单一存在
和应用的，需要多学科融会贯通。我
们这个课程就是需要老师和学生都

‘跨界’，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各学科的
新知识，灵活运用新知识，进而解决
实际问题。”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徐月姣

揭秘沈阳未来数字化校园什么样
VR课堂、老师跨界、走廊里随时做理化生实验

医疗机构不得
以费用总控为借
口影响药品供应

在李飞老师的VR创客课堂上，学生们各自头戴VR
虚拟现实设备，微微转头就可感受360度沉浸式体验。

在学校走廊的虚拟实验探究区，学生正在做虚拟实
验。本稿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徐月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