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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
志《论教育》，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
关于教育的重要文稿47篇，其中部
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

政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
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
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
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
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习近平同志围

绕教育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
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深化了对我国
教育事业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新时代
新征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
力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教育》出版发行
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教育的重要文稿

47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教育时时时评评评
钟曜平

思想如炬，引领未来。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
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
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
题。”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立足世界发展大势和国家发展全局，
着眼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作出了

一系列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科学回
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深化了对
我国教育事业的规律性认识，为加
快 推 进 教 育 现 代 化 、 建 设 教 育 强
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新
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格局性变化。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教育》由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习近平同志《论教育》的出版，对全
党全国尤其是教育系统持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深刻领会其时代背景、科学体
系、精神实质，深刻领会其政治意
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增强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责任感、使命
感，做有理想负责任的行动主义者，
努力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具有重
要意义。

一
习近平同志《论教育》所呈现的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阐明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方向、
道路、方针、原则等根本性战略性问题，
深刻体现了对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对世界历史进程和强国建
设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是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
合的重大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建设教育强国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
新的高度，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新的时代篇章。

——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性问题。

方向涉及根本、关系全局、决定
长远。

中国教育取得辉煌成就，根本就在
于不断探索、完善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下转第三版）

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遵循

新华社记者 林晖 徐壮 王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基
础在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
在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
度，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作
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
决策。

风好扬帆，奋楫争先。新时代教育事
业在改革发展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
局性变化，教育大国阔步迈向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高瞻远瞩 谋篇布局——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

强则国家强”

秋高气爽的时节，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城南书院校区）的学子们又迎来充满希
望的新学期。

学校展厅里，一张张老照片向学生们
展示着百年前的珍贵瞬间：山河破碎，一
师的教育工作者依旧坚持“三育并重”

“身心并完”的办学理念，让学生们参加
体育锻炼、义务劳动、野外演习、社会实
践，全面发展、救国图存。

2024年3月，绵绵春雨中，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调研，一席话语重心长：

“在我们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当时一批爱
国者就觉得中国要强大就要办教育。”

“现在，世界又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代青年学
子正当其时。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有责任
共同把教育办好、把学生培养好，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培养一批批栋梁之材。”

岁月奔涌，山河巨变，中华民族重教
尚学的传统绵延不绝，中国共产党人尊师
重教的情怀一脉相承。

2002年教师节前一天，时任福建省
省长习近平到集美大学慰问，并与教师代
表座谈。座谈会结束后，习近平特意看望
了20多年前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刘翠琴。

当时，刘翠琴夫妇住在集美大学航海
学院教工宿舍楼的4层。习近平拾级而
上，一进门，就献上花篮，丝带上写着：

“祝老师节日快乐！”
“谢谢您，谢谢您当年的教育和培

养。”习近平紧紧握住刘翠琴的手说。听
到这句话，刘老师和在场的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坐飞机、乘火车、转汽
车，长途跋涉来到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

山路蜿蜒、坡急沟深。辗转3个多小时抵达大山深
处，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就走进中益乡小学。在操场上同大
家交谈，关心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走进师生食堂，
仔细察看餐厅、后厨，了解贫困学生餐费补贴和食品安全
卫生情况……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要保证贫困山
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习近平
总书记语重情深。

深切的关怀背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深邃
思考。

纵观人类历史，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
因素。

着眼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把握国际大势，习近平总书记高屋
建瓴——

“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
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
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教育？
新时代的教育，呼唤怎样的人才？

2014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

“我是1959年上学，1960年入队，
因为年龄稍小，不是第一批，当时还哭
了鼻子。”“记得入队时心怦怦跳，很激
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是一种荣
誉。”

在少先队入队仪式结束后，习近平
总书记把自己小时候入队的情景说给大
家听。

总书记年少时的故事，和在场孩子
们的成长呼应着，在那个交叠的时间
点，相互许下期望和承诺。

“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
啊？”

“有！”同学们齐声作出响亮的回答。
怀着对下一代的殷殷大爱和对祖国

未来的深切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
事业倾注大量心血，擘画教育强国宏伟
蓝图——

出席新时代首次全国教育大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以“九个坚持”深化我们
党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

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对学校思想政治工
作改革创新提出明确要求；

首次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中央政治
局集体学习，全面系统阐述建设什么样
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母

校北京市八一学校。
光阴荏苒，当年的老师们，青丝皆

成华发；师生间的情谊，并没有随着岁
月流逝而褪色。

放慢脚步，习近平总书记笑着伸出
双手，一一紧紧握住老师的手。“看到各
位老师精神这么好，我心里特别高兴。
当年老师对我们要求十分严厉，现在回
想起来，终生受益。”习近平总书记动情
地说。

一位老师说：“您心里总是装着学校，装着老师，装
着同学。”另一位老师说：“您给人民带来了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答道：“是老师培养了我们。”
老师们感叹，这么多年他没变，还是那样“善良朴

素”“尊师重教”。
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常常通过走进校园、

致信问候等各种方式，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

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
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
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2023年教师节
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思想精辟深邃，情怀深厚绵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教育在党和

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科学回答了一系列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指出“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
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
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那将是教育的失
败”。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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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8日讯（记者 高
毅哲） 今天，庆祝第40个教师节暨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活动在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怀进鹏出席活动并讲话，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吴秀
章宣读表彰决定。教育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王嘉毅主持表彰活动。中央组
织部副部长彭金辉，中央宣传部副秘
书长杨小平，教育部党组成员出席活
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和第4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为大力
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全社会尊师重
教浓厚氛围，激励全国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
极投身教育强国建设，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教育部决定授予中央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等585个单位“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刁荣春等
716名同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

授予于渊等895名同志“全国优秀教
师”称号；授予王彦平等80名同志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授予王军等99名同志“全国优秀教
育工作者”称号。

会议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
教之源。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
师。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教
育事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
高度，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极端重要
的战略位置，出台一系列改革政策和
支持举措，推动教师队伍整体面貌发
生根本性、格局性变化。教师节设立
40年来，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使命，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
书育人，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
身教育事业。教师队伍中涌现出一大
批优秀教师典型，用实际行动支撑起

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凝练
铸就了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底色与崇高
品质，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与依靠的
大国良师。

会议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
对教育、科技、人才作出“三位一
体”战略部署，赋予教育前所未有的
使命责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
步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特别是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强调完
善立德树人机制，提升教师教书育人
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充分思考和
认识教育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
复杂内外环境、所肩负的崭新使命，切
实增强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政治自觉
和历史主动，努力培育一流人才、创造
一流成果、作出一流贡献，做到有所作
为、大有作为，奋力书写好教育强国建
设的“强师”答卷。 （下转第四版）

庆祝第40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彰活动在京举行

奋力书写好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师”答卷

习近平同志《论教育》主要篇目介绍
➡➡➡全文见第二版

非凡答卷

本报记者 计琳

这是一所充满爱的学校——
这里走出了斩获2023国际数学

奥林匹克竞赛满分金牌的学生王淳
稷，也呵护着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
拥有着两周一换定制课表的渐冻症男
孩洛洛。无论是活泼好动的孩子还是
沉静内敛的孩子，都能在这所学校找
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这所学校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
一中心小学 （以下简称 “卢 一
小”）。它毗邻中共一大会址，前身
是创办于1932年的华童公学。近百
年来，它见证着中国基础教育的蓬勃

发展。卢一小始终坚持从学生的天
资、兴趣着手，努力为每个人提供适切
的课程、资源，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自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
来，卢一小校长吴蓉瑾越发感到中国
教育改革发展的大提速。如今，这位
来自基础教育战线的“时代楷模”，
正带领团队踔厉奋发，让这所历史悠
久的学校走出了一条焕新之路。

坚持立德树人，创新红
色课程

“我们是卢一小‘红喇叭’小讲
解员社团，很高兴为您讲解。”看着
学生蔡子萱、黄业凯等以小讲解员的
身份在中国少年先锋队上海市第九次
代表大会上为与会的少先队员们讲述
中共一大的故事，吴蓉瑾十分欣慰。

18年前，她带着学生走进中共

一大纪念馆参观，但许多孩子告诉
她，自己听不太懂讲解员的介绍。于
是她便萌发了组建一个小学生讲解员
社团的念头，由学生自己讲解，帮助
更多青少年了解党史故事。

18 年过去，理想情怀未曾改
变，变化的是不断创新的形式，红色
基因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吴蓉瑾介
绍，近几年，“红喇叭”已经从一个
小社团发展成一门覆盖卢一小全体学
生，涵盖语文、英语、艺术等学科的
大课程。

在吴蓉瑾看来，开设这类课程正
是卢一小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具体举
措，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家国情怀。
同时，学生需要经历自主学习、小队
活动、模拟练习和实地锻炼，才能逐
渐成为独当一面的小讲解员。

（下转第三版）

“时代楷模”、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蓉瑾
带领团队踔厉奋发，培育新时代好少年——

启 智 润 心 播 撒 红 色 种 子

人 民 教 师 无 上 光 荣
——庆祝第40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活动侧记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