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长寄语
学校永远有着世界上最新鲜的空气，最具

活力的面庞，最具创造力的群体。她让人学会

思考与成长，为孩子奠定人生之基。

洒下园丁千滴汗，浇得东园春意浓。我们

在包容中帮助孩子成长 ，在奉献中实现价值。

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学会知识更重要。在

你离开校园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

重要的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对理想的追求。

怀远县荆涂学校：

“洒下园丁千滴汗，浇得东园春意浓”

怀远县荆涂学校筹建于 2009 年

9 月，2011 年 10 月正式挂牌成立，是

怀远县委、县政府整合城关地区教育

资源，在原怀远五中的基础上，合并

乳泉小学、兴昌小学、韩郢初级中学

而成立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是怀

远县第一所市级特色学校和安徽省

语言文字规范化学校。

学校坐落在淮河之滨、荆山脚下，占

地面积60亩，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现

有72个教学班，4200多名学生；264名教

职工，其中本科学历220人、研究生学历

6人，145人具有中高级职称，35人次获

省、市、县“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青年

骨干教师”“教坛新星”等荣誉称号。

学校以规范的办学行为，完善的

办学条件，优质的师质力量和显著的

办学特色，促进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提

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先后被

命名为“怀远县文明校园”“蚌埠市首

批传统文化教育示范学校”，被授牌为

“蚌埠市首批信息技术先导校”“安徽

省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研究实验学

校”“安徽省少儿手球训练基地”“中国

教育学会校园文明礼仪教育实验基

地”“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智慧教育工

程实验学校”“教育部语文教师专业化

发展工程基地校”，连续五年获得“怀

远县初中毕业学业考试成绩优秀单

位”“怀远县小学教学质量评估优秀单

位”和“怀远县学校工作目标考核先进

单位”等等荣誉。

“在 2018 年中考中，张一可同学

以 875.3 分夺得全县第一，孙建行、王

翔宇名列全县第三和第六名。连年教

育教学成绩居全县同类学校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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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9 月 5 日，

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采

风暨“全国知名作家看安徽”活动走进

月亮湾作家村。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

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阎晶明，省委常委、六安市委书记

孙云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虞爱华等

领导参加。

在月亮湾作家村枕溪书院二楼，皖版

精品图书期刊展十分醒目，徽风皖韵扑面

而来。这里摆放着安徽出版集团为作家

村精心准备的多种优秀图书，吸引了采风

团成员驻足观看。安徽出版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民现场介绍了书籍的特色，

采风团成员们都对书刊赞不绝口。据统

计，安徽人民出版社、安徽科学技术出版

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安

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以及

《安徽画报》等四家期刊，向作家村共捐赠

了747册图书期刊。

当天，“安徽出版集团月亮湾作家村

编辑服务中心”也正式落户于此。据悉，

此次安徽出版集团在作家村成立编辑服

务中心的创新举措，在全国出版行业尚

属首次。今后，安徽出版集团旗下各出

版社的编辑将不定期驻村，把服务送到

一线、把服务送到作家身边。编辑主动

来到作家身边，对作家来说有着极大的

便利。双方在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可

以共同探讨、相互促进，有助于围绕“四

个讴歌”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打造更多

符合出版要求、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学精

品。已入驻作家纷纷向记者表示，这样

一个平台，必将扩大月亮湾作家村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作家来此进行

文学创作，吸引更多作家关注安徽、写安

徽，大家将携手促进安徽文艺事业蓬勃

发展。

近年来，安徽出版集团坚持聚焦主

业，坚持大文化发展理念，深耕内容建设，

深化出版供给侧改革，强力推进精品出

版，积极承担文化担当、社会责任和产业

使命，推出了《美丽的村庄》《新安家族》

《皖北大地》等一批立足安徽、弘扬徽风皖

韵的优秀出版物，推出了《昆曲艺术大典》

《中国散文通史》《中国阅读通史》《中国艺

术批评通史》等一批放眼全国、攀登出版

高峰的精品力作，累计荣获国家“出版三

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

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99项，荣

获行业国家级奖项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上个月公布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安徽教

育出版社出版、安徽作家陈先发的诗集

《九章》，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贵州作家

肖江虹的小说《傩面》双双获奖，这是安徽

出版24年来首获“鲁奖”。

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风
暨“全国知名作家看安徽”活动昨走进月亮湾作家村
安徽出版集团月亮湾作家村编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
为小麦穿上纳米“雨衣”
可提高小麦品质和减少化学农药的环境释放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近期，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技

术生物所吴丽芳研究员课题组，在小麦穗发芽防控技术研究

方面取得新进展，研究人员利用经过修饰的天然纳米材料为

主要原料，制备出一种抗小麦穗发芽防护剂，可替代化学农药

防控穗发芽。这一成果对提高小麦品质和减少化学农药的环

境释放具有重要意义。

小麦穗发芽作为世界性的农业问题，不仅影响产量，而

且严重降低小麦的加工品质和种用价值，从而带来严重的经

济损失。培育穗发芽抗性品种，适期播种和收获以及化学防

控是防控穗发芽的常规做法。化学防控虽然可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穗发芽，但具有成本高、稳定性差、易造成污染和预

防的盲目性大等缺点。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粮食品质需

求的增长，低成本、无毒、高效的抑制穗发芽技术具有很大

市场需求。

课题组通过对天然纳米材料凹凸棒土进行修饰，制备出一

种疏水纳米材料，该材料可在小麦籽粒表面形成致密疏水结

构，显著抑制小麦种子的呼吸作用以及对水分的吸收。该技术

具有施用简便、环境友好等优势，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相关

成果已被美国化学会绿色化学领域核心期刊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接收发表。

该研究工作获得了中科院STS十三五重大突破项目、安徽

省重大专项和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十三五”规划项目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