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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
讲话气势恢宏、博大精深。我理
解，学习领会这篇重要讲话精神，
最关键的是牢记其中的4句话、16个
字：“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并从中把握历史
发展规律和大势，激发创造美好生
活强大动力和合力。

就职业教育而言，中华民族历
来重视技能培养和技艺传承，自古
就有“教民以猎”“教民以渔”“教
民以耕”的传统。鸦片战争后，在
救亡图存的旗帜下，伴随着造船等
近代制造业的起步，我国近代职业
教育逐渐发展起来。我们党成立100
年来，不断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
之潮头，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不
断取得新的成就。

今年4月13日，在即将迎来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充分肯定职业教育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前途
广阔、大有可为。联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关于“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
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
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的重大论断，我们将把新征程
作为新奋斗的新起点，坚定不移沿
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进我国职
业教育类型发展。

一、树立科学育才观，坚定职
业教育办学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相适

应，我们应当树立科学育才观，从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把人才分为两
种，一种是学术型，一种是应用
型。应用型又分为工程型人才、技
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总体看人
才的结构是金字塔形的，其基础是
应用型，其主体应是融入实体经
济、扎根一线、能干实干的技术技
能人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
职业教育必须更加自觉地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
求适应社会需要”的重要指示精神，
聚焦聚力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有研
究显示，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重点领
域人才需求缺口近 3000 万人，家政、
养老等领域需求缺口达 4000 万人。
这预示着我国职业教育将肩负优化
教育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双重职责。
新的征程上，我们将不断优化职业教
育类型定位，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
才和技能支撑。

二、优化类型特色，不断深化
职业教育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
着力“下一盘大棋、打一场翻身仗”，
走出了深化改革的“关键三步”，发生
了格局性变化。第一步是从自身审
视职业教育，从职业教育自身实际出
发分析问题、研判形势，全面推进职
业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
变。第二步是从教育体系审视职业
教育，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综合改革
的突破口，全面贯彻落实“职教 20
条”，科学处理普职、产教、校企、师
生、中外五个关系，落实“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
同等重要地位”。（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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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
高原，有一群人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

他们或许互不相识，共同的目标
却让他们走在了同一条大道上——推
动西藏基础教育实现从“输血”到

“造血”的转变。他们就是“组团
式”援藏教育人才。

4633场次教学教研活动、1739
对师徒结对、188门全新课程……自
2016年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
启动至今，17个省市和部属高校附属
中小学组成21个援藏团队，先后选
派1676名教师进藏支教，引领带动

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组团式”援藏，精髓在“团”，

“援友”们聚成温暖民族情谊的一团
火，点亮西藏教育的星空。

组团燃起爱我中华的火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亦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作
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这
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就是要表达党中央对
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
众的关怀。”

特殊的时间节点，开启了西藏教
育事业新的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反分裂
斗争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和马克
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
化观、宗教观教育结合起来，多谋长
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

何为长久之策、固本之举？
“援友”们饱含满腔热情，串联

起民族相融的血脉，切切在心。
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中，

贯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正是做好民族地区工
作的长久之策、固本之举，而“组团
式”教育援藏是助力其实现的创新性
举措。

2019年 7月13日，顶着高原上
灼人的烈阳，安徽省巢湖市第二中学
副校长、安徽省“组团式”教育人才
援藏工作队队长李敏走出拉萨贡嘎机
场，前来欢迎的藏族教师为他献上洁
白的哈达。

西藏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展览
馆里，保留着这一天的照片。照片上
的李敏肤色白皙、脸庞圆润，与如今
面前肤色黢黑、身形瘦削的男人判若
两人。他身旁原本一头乌发的张英
明，现在也已两鬓斑白。

李敏和张英明两人同为安徽援藏
团队的成员，前者现为山南二高的校
长，后者则是山南市教育局副局长。

“他刚来西藏的时候，经常把‘为
高原而生，为教育而来’挂在嘴边。”看
着李敏紧盯篮球场上学生的“战况”，
张英明拍拍他的肩膀，说起往事。

“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责任重大。”
张英明说,“我们时刻牢记教育援藏
的使命，思考如何在各级各类学校教
育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
进教学内涵式发展。”

安徽援藏团队在实践中找到了答
案。

“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
元……”“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
山带笑颜……”黄梅戏的唱词家喻户
晓，有谁听过藏语版本？

山南二高的阶梯教室里，台上的
藏族学生先穿起黄梅戏戏服，一板一
眼唱起藏语版《女驸马》；又换上藏
族传统服饰，唱起藏语版 《天仙
配》。语言虽已改变，其中流转的韵
味和文化却丝毫未变。

“孩子们非常喜欢，更重要的是
他们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
伟大祖国的认同感。”李敏说，接下
来山南二高还计划改编藏语版京剧，
通过生动的教学进一步促进文化的交
往交流交融。

其他援藏团队同样也在致力于燃
起学生心中爱我中华的火种。17个对
口支援省市的122所优质学校与西藏
的134所学校结对，援藏教师与学生
结对，游学访学、夏令营、慈善捐赠
等活动开展，种种举措为民族团结教
育打下了良好基础。

广东援藏团队组织华南师范大
学、岭南师范学院等14所高校与林芝
共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基
地，实现支教与思想政治教育实习“两
个融合”；山东援藏团队在日喀则组建

“春雨爱心社”，实施中学生“五名”志
愿服务模式，丰富德育内涵……

“援藏的老师上课非常有趣，教
了我们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
们班同学都很喜欢听。”旦增措姆是
山南二高高一的学生，她从小就有一
个警察梦，“我要更加努力，考上中
国刑事警察学院，将来回到家乡，报
效党和祖国。” （下转第二版）

聚
成
满
天
星
火
点
亮
雪
域
高
原

—
—

﹃
组
团
式
﹄
教
育
人
才
援
藏
工
作
记

本
报
记
者

杨
文
轶

《
中
国
民
族
教
育
》
杂
志

赵
小
雅

徐
杨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的学生为援藏教师献上哈达。 学校供图

焦点聚聚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欣）为加
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定向培养，
造就一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
好老师，推动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日前，教
育部等九部门下发关于《中西部欠发
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
知。每年为832个脱贫县（原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以下统
称定向县）中小学校培养1万名左右
师范生，从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培养造就
大批优秀教师。

《通知》指出，《中西部欠发达地
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将采取教
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校定
向方式，由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在全国年度招生计划中统筹安排，
在高校年度招生总规模内单列下达。
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承担国家优
师专项培养任务，面向中西部省份招
生。中西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
本科层次师范院校，承担相关省份地
方优师专项培养任务。中西部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商本省（区、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根据省域内
实际需要，在核定的编制内统计并上
报本省（区、市）优师计划年度培养
需求。合理安排优师招生计划。

《通知》提出，报考优师计划考
生需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并在本科
提前批次录取。地方优师专项师范
生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在入
学前做好相关协议签订工作，承诺
毕业后到生源所在省份定向县中小

学履约任教不少于6年。优师计划
师范生毕业时，参照免试认定中小
学教师资格改革相关政策，免国家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取得中
小学教师资格。双方根据协定，定
向履约就业。（下转第二版）

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优师计划”启动，每年培养1万名

近日，学生在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踢足球。
暑假期间，该中心为当地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让孩子们在体
育锻炼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 杨韬 姜楚波 摄

踢足球 度暑假

本报讯（记者 高毅哲）为深入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8月 2
日，教育部再次印发紧急通知，部署进
一步加强暑期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
确保师生安全防护指导到位。多渠道、
多形式教育引导全体师生提高自我防护
意识，不松懈不大意，持续做好个人防
护。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自觉
履行社会责任，注意安全，少旅行、少
聚集，不参加大型聚集性活动，不前往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坚持科学佩戴口
罩，养成勤洗手、常通风、“一米线”
等良好卫生习惯。提升师生接种意愿，
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配合卫
生健康、疾控部门，稳妥有序做好符合
条件师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引导
家长增强暑期防疫意识，加强家校协同
防疫，强化共同责任。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
要严格控制组织开展大型活动。严格
控制暑期大型聚集性活动审批与管
理。前期已发布通知确定暑期组织举
办的大型活动，原则上应延期举办。
确需在暑期举办的大型活动应采用线

上方式举办。确需采用线下方式举办
的，应坚持属地原则，须经当地应对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
部）审批后方可举办。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
进一步完善应急工作预案。一旦所在区
域出现疫情，及时启动预案、做好应对
处置。加强暑期实习、实训、实践学生
管理，细化开学前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做好涉疫情地区师生的关心关注和心理
疏导。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
确保暑期疫情防控体系正常运行。提高
政治站位，确保暑期疫情防控领导体
制、应急机制、指挥体系正常运行，严
格落实暑期值班值守和“日报告”“零
报告”制度。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
下，严格落实国家和地方疫情防控政策
措施，切实履行教育系统防控责任，确
保守土尽责。加强疫情形势分析研判，
及时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方案，及早谋划
秋季学期开学，强化部署调度、联防联
控、督导检查，科学谋划和组织实施学
校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织密织牢暑期教
育系统疫情防控网。

教育部再次印发紧急通知

进一步加强暑期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2021
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定向
培养和精准培训，深入实施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这为巩固拓展教育脱贫
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指
明了方向。

日前，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
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
划》（以下简称《优师计划》），明确
自2021年起，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式，每年
为832个脱贫县（原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
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以下统称定向
县） 中小学校培养1万名左右师范
生。

《优师计划》 出台的背景是什
么？有哪些亮点？将如何落实？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

下好乡村振兴先手棋，
推动教育公平

2006年我国启动“特岗计划”，
2007 年推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
策”，2015年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一条条政策背后，反映出国
家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的高度重视。

目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办学硬
件条件已普遍得到改善，但同时，
优秀师资匮乏等“软件”问题进一
步凸显。（下转第三版）

源头活水注入乡村振兴战略
——解读《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本报记者 林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