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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大 计 ， 教 育 为 本 。 公 平 质
量，一体两翼。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
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2021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
界、教育界委员时的这一重要论述，
为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提供了根
本遵循，指明了行动方向。

5 年来的全国两会，“公平”与
“质量”两个关键词始终贯穿政府工作
报告的教育部分。踔厉奋发，教育战
线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民生关
切，着力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
育。笃行不怠，代表委员们坚持为促
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建言献策，合
力书写新时代新辉煌。

公平质量，中国教育的两
大战略任务

每年两会，教育话题都会受到关
注，无论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落
实教师工资待遇，还是改善职业教育办
学条件、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均
被会场内外反复提及、热烈讨论。

“一方面，教育是‘民生之基’，
对学生个人和家庭未来有着深远影
响，历来都是政府工作报告民生工作
中的第一项议题；另一方面，教育更
是‘国之大计’，建设教育强国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国
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看来，之
所以大家如此重视教育，是因为当今
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
竞争。必须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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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马陆亭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主要是靠第四轮科技革命来推动，其
中，教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教育
与社会关系的版图上，基础教育有着
为人的一生成长奠基的作用，职业教
育和高等教育是青年一代通向社会的
双车道，继续教育则能为人提质赋能
补充营养。

从 2018 年的“发展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2019 年的“发展更加公平
更有质量的教育”，到 2020 年的“推
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2021
年的“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
育”，再到 2022 年的“促进教育公平
与质量提升”，5 年来，政府工作报告
连续强调教育的“公平”和“质量”。
从“公平”到“更加公平”，从“更有
质量”到“更高质量”，国家对教育发
展的要求也在渐次提高。

（下转第五版）

听，公平质量的旋律高昂
——两会内外热议五年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教育主要任务

本报两会报道组

早春时节，近 5000 名代表委员汇
集首都北京，共赴一场春天的盛会。来
自天南海北、身处各行各业，他们带来
人民群众最真诚的嘱托和期盼。

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亿万
人民战贫、抗疫、反腐、铸魂⋯⋯气吞
山河的史诗画卷中，记录下一处处乡村
的旧貌新颜，一个个群体的命运转折，
一片片土地的沧桑巨变。

明媚的春光中，代表委员们捎来了
人民群众对总书记的心意——“总书
记，乡亲们非常想念您！”

“总书记给我们当家当得
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石拔三大姐现在就像重生的梨
树，真好看。”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石红端详着参会期间收到的一张照
片，高兴地说。

照片上，十八洞村梨子寨村民石拔
三站在自家堂屋中间，抬头笑着，落落
大方地招呼游客。

梨子寨得名于一株枝繁叶茂、有着
200多年树龄的梨树。现在村里最出名
的是“大姐”石拔三。

2013 年 11 月 3 日，十八洞村梨子
寨村民院坝的前坪上，面对围坐在身边
的父老乡亲，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
了“精准扶贫”理念。

石拔三家是总书记在村里走访的第
一家。

“怎么称呼您？”
问的人正是石拔三。她没出过深

山，没上过学，家里没有电视，认不出
总书记。

总书记亲切地回答：“我是人民的
勤务员。”

得知石拔三 64 岁了，总书记说：
“你是大姐。”

从那天起，石拔三牢牢记住了这个
“勤务员”。

十八洞村是石红的精准扶贫联系点
之一，因此她常去。2016 年，她第一
次见到石拔三。此后，她们每年都见
面。

石拔三也叫石拔哑，“拔三”意为
家里排行第三的女儿。在石拔三人生的
前 60 多年，她像一个沉默的影子，很
少说话，也不爱抬头。年纪大了，她弯
了腰，走在人群里都看不见。

总书记的到来，唤醒了这个沉睡在
贫困中的小山村，也让石拔三的命运天
翻地覆。

如今的十八洞村青石铺路、木屋错
落，游客纷至沓来，再不见一丝“山高
沟深路难走，有女莫嫁梨子寨”的模
样。石拔三家的厨房修好了，添了电饭煲、电冰箱，还买
了一台大彩电。

每当电视上出现总书记的画面，她总要停下手中的活
儿，走到电视机跟前，仔细端详，听他讲话。她最爱看的
节目是新闻联播，因为“里面常有总书记”。

石红来北京前，在十八洞村的小年“村晚”见到石拔
三，那时就觉得她的“精气神不一样”。

那天，石拔三穿着新衣，专注地看着舞台。五彩流光
映在她的眼睛里、皮肤上，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那样耀眼，
那样明亮。“谁想到照片里，一个多月不见，拔哑大姐又
进步了。”

“总书记的那声大姐，就像一个开关，让她神奇地从
内而外地变了⋯⋯”石红抚摸着照片，眼眶湿润，“是那

声问好，给了她从未得到过的尊重和
鼓励。”

石拔三家堂屋墙上挂着总书记和
她坐在火塘边聊家常的照片。来北京
前，石红曾问她：“你说再见到总书
记，你要说啥？”

石拔三说：“就想跟他说，现在我
有钱花，吃的也不愁了。总书记给我
们当家当得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了，乡亲们非常想念您！”

从河北阜平骆驼湾村，到江西井冈
山神山村、青海格尔木长江源村⋯⋯10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访过的几十个
贫困村，哪一个不是换了模样？像石
拔三这样近1亿贫困人口，谁不曾被总
书记深情的话所鼓舞，从此绽放新的
容颜？

四川大凉山“悬崖村”村民的出
行难，曾让总书记“揪心”不已。

告别了由藤条和木棍编成的 17 段
“藤梯”，用上了 6000 余根钢管构成的
“钢梯”——新旧天梯的对比照片，全
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益西
达瓦带到今年两会上，欣喜地展示给
总书记看。

“乡亲们都下来了吧？孩子上学、
老人看病，都下山住了吧？”总书记关
切询问。

益 西 达 瓦 高 声 答 道 ， 搬 了 一 部
分，留了一部分。村里发展起了旅
游，日子越来越好。

“悬崖村”的巨变，让同处大凉山
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昭觉县庆恒
村女村支书吉克石乌感同身受。

今年来京前，彝绣合作社的姐妹
们打来电话。她们七嘴八舌地问吉克
石乌：“有机会见到总书记？一定把彝
乡变化说给总书记听，请总书记一定
放心！”

是啊！何止“悬崖村”、庆恒村⋯⋯
整个昭觉、大凉山都在蝶变：产业兴
了，日子火了，村村建起了幼教点，
女娃们背起书包进了学堂。不少村里
开起彝绣合作社，姐妹们飞针走线，
努力绣出新天地。

今年两会期间，吉克石乌穿着美
丽的百褶裙、披着白色的“查尔瓦

（彝族披风）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身影
传回家乡时，彝绣合作社的姐妹又打
来电话：

“看到总书记到处奔波，我们想给
他披上一件我们亲手做的‘查尔瓦’，
说一句‘卡沙沙 （谢谢） ’！”

六 盘 山 区 、 秦 巴 山 区 、 吕 梁 山
区、大别山区⋯⋯数年间，总书记的
足迹遍布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
留下久长的念想和深情。

地处滇藏交界处的云南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曾是云南乃至
全国最为贫穷的地区。这里生活的独龙族人，是“一步跨
千年”的直过民族。

2014 年元旦前夕，贡山县干部群众致信习近平总书
记，报告了多年期盼的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
的喜讯。

收到来信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十分高
兴”“独龙族群众居住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我一直惦念着
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一年后，2015 年 1 月 20 日，正在云南昆明考察调研
的习近平总书记特地抽出时间，把当初写信的干部群众接
到昆明来见面。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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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记者
9日从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
获悉，到大会主席团决定的代表提出议
案截止时间3月8日12时，大会秘书处
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487件。此外，
目前收到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约8000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大会
秘书处议案组组长郭振华介绍，本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工作，
通过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
列席代表座谈会以及参与立法、执法
检查、专题调研等活动，深化代表对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参与；支持和
组织代表通过调研视察、走访座谈、
代表小组等多种形式，利用代表之
家、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等
多种平台，更加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努力实现代表议
案 建 议 “ 内 容 高 质 量 、 办 理 高 质
量”，充分发挥代表在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据了解，经梳理分析，今年代表
提出的议案绝大多数为法律案，共有
474 件。代表们提出了制定学前教育
法等方面的法律，修改职业教育法等

法律议案。
代表建议关注比较多的问题包括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职业教育健
康发展等。

据了解，大会秘书处正在抓紧对
代表议案进一步认真分析，提出处理
意见的报告，提请大会主席团审议，
并于会议期间向提出议案的代表团和
领衔代表书面反馈交付审议情况。今
年年内，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将
在认真审议的基础上，依法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报告代表议案的审议结果。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收到代表议案487件、建议约8000件

“双减”职教等受代表关注

两会热议·双双减减““ ””说
来北京前，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

学校校长刘希娅从不同年级抽取了 10 多名
学生，面对面交流“双减”感受。学生们兴
奋地告诉她，现在能理直气壮地摆脱和课堂
重复的校外培训，自主安排其他活动，生活
更充实了，学习效率也提高了。

2021 年 7 月以来，全国各地以前所未
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双减”。两会期间，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双减”的最终目的是
立德树人，而再多的手段方法都是为了帮助
学生真正成为学习主体，更好发挥学生能动
性，实现全面发展。

深入推进“双减”减负不减效

“最直观的感受是，操场上锻炼的学生
多了，图书室里的学生也多了，学生们脸上
的笑容更多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
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说，从去年
开始，初中生每天必须参与一小时体育锻
炼。学校开设有射击射箭、拳击、武术等
14 个体育项目，还有 60 多个社团供学生选
择。

根据教育部近日发布的数据，“双减”
以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压减了 92.14%，线上校外培训机构
压减了 87.07%，整治成效显著。然而，学
科类培训“上天入地穿马甲”的隐形变异等
违规行为依然存在。

许多代表委员调研了解到这个情况。刘
希娅认为，需要建立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联动
机制，继续整治校外培训。比如，在校内，
要禁止无序掐尖，校长、教师要转变观念，
不超前超纲；在校外，对学科类培训要加大
执法力度，纪委、监委、检察院等部门要联
合起来，教师法修订时也建议增加惩治有偿

家教的内容，让整治有法可依。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教育厅副总督学

杨善竑则从教育督导角度建议，深入推进将
“双减”纳入教育督导“一号工程”的实
施，建立常态化督导检查机制。她说，要压
实属地管理责任，特别是压实街道、乡镇的
责任，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拓宽线索
举报投诉渠道。对发现隐形变异的培训和不
实的广告宣传，进行严肃查处。

除了培训机构隐形变异情况外，另一个
普遍反映的困惑是，如何保证减少学科学习
时间却不减学习效果？有些学生课业负担减
轻后学习变得懈怠，如何纠正这样的做法？

“‘双减’显然不是要让学生没有学习
负担，而是要减去无意义负担。”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说，

“学习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承担更
多的责任，‘双减’的价值取向是通过减去
学生的被动学习、增加学生自主性，让学习
更有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大附属中学校长
邵志豪建议，学生需要从自身发展的特点来
安排学习生活。他说：“首先，要学会规划
时间，低年级学生应该在家长的指导下制订
详细的学习生活计划；其次，要学会安排内
容，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涯规划，设计
家庭课程表，德智体美劳综合全面安排；再
其次，完成学科学习计划，提高自主学习效
率，形成自主学习方法，同时要适当拓展学
科学习内容，提升学科素养。”

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看冬奥、体验滑雪、读名著、志愿服
务⋯⋯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学生们过得
可谓丰富多彩。但也有很多家长提出，“双
减”后，孩子多出来的时间如何更系统地安
排？代表委员从学校课后服务和家庭自主安
排两方面提出了建议。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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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稿

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中心小学学
生欢快舞蹈。 樊世刚 摄

“双减”下如何让教师轻装上阵
➡➡➡详见第五版

两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