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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树高千尺，其根必深；江河万里，其
源必长。

从小村庄到党中央，从农村大队党支
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始终心怀家
国、躬身为民。

“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
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的位置”。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
民赋予了人民领袖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
怀、奋进的力量，人民领袖团结带领人民
开创新时代历史伟业。

深深扎根人民，始终信仰人民——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

在红土地上成长、发展，是党和
人民将我培养成人”。

2021年10月21日，山东东营，黄河
入海口。

正在这里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一
块示范田，俯身摘下一个豆荚、一撮一
捻、仔细察看成色，顺手将一颗大豆放进
嘴里，细细咀嚼：“豆子长得很好。”

这一幕，让一旁的农技负责人罗守玉
既惊讶又感到亲切：“这是老农民才有的
动作呀。”

劳动的底色，铸就了为民的本色：
2012 年，阜平踏雪，盘腿上炕；2018
年，汶川考察，转磨磨豆；2019年，首
都植树，扛锹铲土……

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映照的正是岁
月不改的人民情怀。

这份情怀，积淀着红色基因。
2021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

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
展厅内，刊载着李大钊名篇《庶民的

胜利》的《新青年》杂志原件前，习近平
总书记细细观看。

从“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到“庶民的胜利”，
革命先驱深刻指明我们的事业“将永远存
在”的历史必然。

追忆当年，梁家河窑洞炕头一灯如
豆：《为人民服务》短短数百字，习近平
爱不释手；《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常
学常新，信念闪耀。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沿着
风雨来路，感悟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细思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
神；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强调“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
心”；淮海战役纪念馆，感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

心中装着人民，手中握有真理，脚踏人间正道，未来无
比宽阔。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不能”表明心迹：

“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不能丢。”

这份情怀，来自于成长经历。
2015年2月13日，“黄土地的儿子”回家了。
当年的老朋友拉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手，还是那么亲切。

总书记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小名，“那时我和梁家河村结下
了缘分，注定了今天会与你们相见。”

40年前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子里早早挤满了送
行的乡亲，大家一声不响等他起床。推开门的那一刻，习近
平流下热泪。

当年在梁家河的每一个细节，都触动着年轻习近平的
心。

下地吃饭，知青的玉米团子黄澄澄的，老乡说：“这是
真粮食。”看老乡的糠团子差很多，习近平主动换着吃。

糠团子热量少，习近平饿得顶不住了，打开老乡的饭
包，玉米团子还放着：“你们咋都不吃玉米团子？”

“窑里男人与孩子受苦更重，要给他们留着吃。”
深知老百姓的苦，因而挑起沉甸甸的担。

“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

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当年的梁家河，一个大队要接纳30

多个饭量正大的知青，乡亲们穷得叮当
响，也愿照顾城里来的娃娃。

习近平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
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
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他们曾经
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
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
我的心灵。”

深知老百姓的好，因而发自内心牵
挂他们。

从梁家河到正定，从福建到浙江，
从上海到北京，炕头板凳坐得住、粗茶
淡饭吃得进、家长里短聊得来，习近平
感知着百姓冷暖，回应着群众期盼，对
人民一往情深。

这份情怀，得益于家庭润泽。
2021年9月，正在陕西榆林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共绥德地委旧址。
展厅里，一行字格外醒目：“把屁股

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端端地，这是关中话，稳稳正正

地。”回忆起父亲习仲勋说过的家乡话，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

习仲勋，这位“关中农民的儿子”，
被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生长于革命家庭，浓厚的人民情
怀，耳濡目染。

日久天长、潜移默化，家庭的熏陶
将人民二字刻入灵魂、定格为初心。

这份情怀，植根于传统文化。
2021年3月，武夷山九曲溪畔，习

近平总书记走进朱熹园。
“ 国 以 民 为 本 ， 社 稷 亦 为 民 而

立”……园内墙上，朱熹民本思想的经
典论述，习近平总书记驻足凝视良久。

2018年6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正是这
句古语。

秉持文化的自觉自信，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思考激活传统文化，实现千百年
来为民造福的理想——

在陕北深感民瘼，他沉吟着范仲淹
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

在正定骑车下乡，他体悟着郑板桥
的心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
关情”；

在宁德访贫问苦，他回想着寿宁县令冯梦龙的为民举
措，对“三言”中的警句熟能成诵；

在北京夙兴夜寐，他多次引用《尚书》中的箴言“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

……
新故相因、道理相承。这份人民情怀，植根历史的中

国，因而深厚、高远。

无限热爱人民，矢志造福人民——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

就是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一名共产党员的形象，深深印刻在习近平的心中。
1966年2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政治课上，老师读到这篇文章，读着读着便哽咽
了，习近平和同学们听着听着也泪流满面。

“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
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总书记说。

这名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好干部，
“始终是我的榜样”。

写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表明“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夙愿；到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提出“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同县委书
记研修班学员座谈，号召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对焦裕禄的一往情深，化为习近平一心为民的满腔热
血。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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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亦丰）日前，浙江省发布在中小学
校深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的通知，将开展生态文明知
识普及、绿色低碳主题实践和绿色低碳理念培育等3项行
动。

浙江要求，中小学要将生态文明内容纳入课程体系，
用好《人·自然·社会》等地方课程教材，开展森林、河
湖、土地、水、粮食等资源的基本国情教育，普及“垃圾
分类”“林长制”“河长制”等知识内容，因地制宜开发生
态文明教育校本课程。

充分利用各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劳动实践
基地、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等场所资
源，组织学生实地走访，开展“沉浸式”“体验式”教
育。围绕浙江山河湖海等自然资源和美丽乡村、特色小
镇、诗路文化等人文资源，积极打造生态主题研学品牌和
精品研学路线，引导学生亲近自然。

在绿色低碳理念培育方面，将举办“环保小使者”
“校园绿色之星”等评比活动。中小学与家庭、社区建立
协同机制，倡导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鼓励参与生活垃
圾分类，实现家校社生态文明教育成果效果叠加。

浙江：

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

溜达鸡、搬新房、入农户……
在兰州财经大学，有一门形式新
颖、内容生动的思政“金课”堂堂

“爆满”。原来，这是该校创新思政
课教学，由校领导、驻村帮扶干
部、学生和思政课教师共同讲授的

“师生同讲扶贫故事”，引起了广大
师生的共鸣。

近年来，甘肃各高校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领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坚决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打造有
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体系，课堂吸引力不断
增强，学生抬头率、接受度、点赞
量“水涨船高”。

技术赋能，“流量课堂”入脑入心

新学期，天水师范学院的学生惊
喜地发现可以用VR学党史，思政课
在新技术赋能下变得生动有趣。

原来，这是该校借助VR技术，
将动漫、视频、音乐融合互动，学生
可以通过体验式、交互式的感悟深刻

理解革命先辈的奋斗史，增强了思政
课的吸引力。

这样生动的课堂是天水师范学院
积极推进思政课程的生动体现，也是
甘肃省高校深化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
新的真实写照。近年来，该省逐步构
建起思政课改革发展的“四梁八
柱”，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一
堂堂有深度又有趣的思政课如春风雨
露，流淌在师生心间。

如何讲好思政课，这是思政课
教师一直思考的问题。“理想是最好
的化妆品，本领才是最棒的美颜相
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李东坡在讲台上做起了“段子
手”。他的课自带“流量”，充满了欢
声笑语。

近年来，兰州大学不断推动思政
课提质创优，形成了示范“讲”、集
体“备”、精心“教”、深入“研”、
强化“赛”、合力“上”的“六位一
体”思政课教学模式，每位校领导参
与其中，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我们要通过不断完善课程教材
体系，持续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提升
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既‘入情
入味’又‘入脑入心’，更好地满足
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甘肃省委教
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王海燕
说。

配强队伍，名课名师好评如潮

受疫情影响封闭管理的校园，如
何通过思政课教学主渠道引领学生在
战“疫”中成长？这段时间，兰州交
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格外忙
碌，大家用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方
式，将师生抗疫故事变成鲜活教材，
好评如潮。

思政课最主要的是要润物无声，
实现思想引领。如何让学生爱上思政
课？甘肃各高校“各显神通”，通过
多种方式深入推进思政教育教学改
革，不断提升课程“含金量”，形成
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典型
案例。

（下转第二版）

甘肃以技术赋能提升课堂吸引力，构建培训体系加速教师成长——

“鲜活”思政课 有滋又有味
本报记者 尹晓军 冲碑忠 郑芃生

大连海事大学学生在校园里赏花。疫情影响了校园往日的熙攘，却阻止
不了春天的到访。亮丽风景，不妨“云”赏，一起感受春天的美好。

学校供图
“云”赏春景

本报讯（记者 张欣）近年来，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通过运用国家
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下简称智
慧职教平台），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成功
位列“双高”A档专业群建设单位，发
展排位从省内后5名攀升到前5名。

据悉，智慧职教平台拥有800余
个国家和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近3
年，学校每学期开设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课程600门以上，高峰在线学习人
数达1万多人。智慧职教平台资源的
模块化建设，不仅让学校可以直接使
用其中的标准化课程，教师还可以自
行编辑拓展，组建适合本校和学生的
个性化课程。学校的高效课堂学生到

课率98%，课件理解率93%，知识
掌握率90%，近3年学生平均绩点提
高了0.5。学校配套建设的5G智能教
学环境，同步研发的互动教学平台，
使居家学习也能实现师生“见面”，
让教师有效把握课堂。智慧职教平台
使全国职教战线共享虚拟仿真课程，
有效解决了虚拟仿真课程建设投入
大、周期长、产出慢，实习实训“三
高三难”（设备价值高、一人一工位
难，工种危险性高、现场实训难，空
间复杂度高、实训教学难）问题，探
索了实习实训的新模式。

在智慧职教平台的使用推动下，
学校校企合作全方位组织建设了思政
课程、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

程、素质课程等数字化资源，开发了
音频、视频、动画、仿真等多种形式
的多媒体、活页式、电子化数字教
材，建立了教学资源的意识形态把关
和内容审核责任制。

目前，学校已建成国家级资源库
3个、资源6万余条，带动建成省级
资源库3个、资源1.5万余条，校级
资源平台1个、资源31万条，国、
省两级精品在线课32门，学校在线
课4132门，新形态教材100多部，
均在智慧职教平台运行并免费向公众
开放。截至3月27日，学校建设资
源的总访问量达到8200万次，支持
了近4万名学生、6000余名社会学
习者学习。

湖南汽车工程职院用好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促学校高质量发展

搭上职教数字资源共享快车

分类特色发展：“双一流”建设的应有之义

【高教周刊】

➡➡➡详见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赵岩 通讯员 刘茜）近日，山西省印发
“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
加全面、服务更加高效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毛入园
率达到96.5%。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全部达标。全面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普职规模大体相当。建设10所省级“双高
计划”高职院校和50所省级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校分类发展体系进一步完善。各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
出逐年只增不减。平安校园达标率达到100%。

规划强调，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实施新时代学
校思政工作提升工程，培育50名省级高校名辅导员、150
名省级中小学名班主任，打造100门左右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

实施公办幼儿园扩容提质工程，在全省新（改扩）建
500所左右公办幼儿园。保证中小学基础性实验开出率达到
100%。实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程，县域普通高中振
兴工程，每县至少拥有一所优质公办高中。推行中小学校课
后服务“5+2”模式，支持探索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实施中等
职业学校达标计划，各县建好办强1所公办中等职业学校。

山西：

印发“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