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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在“五
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
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之
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诚实劳

动、勤勉工作，锐意创新、敢为人
先，依靠劳动创造扎实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上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充分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劳

动热情和创新创造活力，切实保障广
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用心帮助广大
劳动群众排忧解难，推动全社会进一
步形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良好
氛围。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5月1
日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这次
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一，这是统
一全党思想意志行动、始终保持党的
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然要求。思
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
持久最可靠的保证。我们这么大一个
党，领导着这么大一个国家，肩负着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强盛、民
族复兴这个艰巨任务，全党必须统一
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第二，
这是推动全党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开
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我们
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都是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拼出来、干出来的，
要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
现实，仍然要靠拼、要靠干。第三，
这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
革命永远在路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既需要常
抓不懈，又需要集中发力，及时消除一
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清
除一切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病毒，确
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文章指出，要全面准确把握主题
教育的目标要求。这次主题教育的总
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
建新功”。这四句话体现了我们党认
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
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
统一的一贯要求，是一个紧密联系、
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要把这
一总要求贯穿这次主题教育全过程。
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坚持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
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
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
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
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具体要达到以下目
标，一是凝心铸魂筑牢根本，二是锤
炼品格强化忠诚，三是实干担当促进发展，四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五是廉洁
奉公树立新风。这次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要把理论学习、调查研
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贯通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
各部门要带好头、作表率，示范带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文章指出，要切实加强对主题教育的领导。这次主题教育是一件事关全局
的大事，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实施，确保圆满完成主题教育各项任务。第一，明确领导责任。第二，强化督
促指导。第三，注重统筹兼顾。第四，加强宣传引导。

文章强调，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我们这
一代共产党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加强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
平，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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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建设9所高校图书馆和6所
公共图书馆，编写《嘉里共富》《浙
里共富》等案例库，完成“共同富裕
电力指数可视化平台”开发，编纂出
版大型地方文献总集 《嘉兴文献丛
书》，发布 《嘉兴接轨上海蓝皮
书》……近年来，嘉兴学院持续深化
集群发展、产教融合、校地共生，为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嘉兴加
快建设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作
出积极贡献。

“地方高校要坚定不移融入地
方、深耕地方，充分服务好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以不可缺少的服务供
给、不可替代的知识贡献争取地方长
效长期支持。”嘉兴学院党委书记卢

新波表示。

强化集群发展，院士领
衔支撑专业建设

“我到世上做什么？我到嘉院做
什么？”

202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电科首席科学家陆军就任嘉兴学院
院长。此后，学院多次举行“校长与
你面对面”等活动，陆军主讲党课并
与学生、青年教师和家长进行交流互
动，分享他在党史学习教育、科研创
新等方面的实践与思考。

在第二期活动的开始，陆军向在场
师生提出两个问题，号召师生建立博大
世界观，不断超越小我、成就大我。

入职嘉兴学院以来，陆军一直致

力于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有机结合，积极推动应用型专业群
建设。他领衔组建嘉兴学院信息网络
与智能研究院，牵头申报“生命健康
智能感知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浙
江省医学电子与数字健康重点实验
室”，并分别获批省级工程研究中
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组织开展首届
南湖信息科技与产业创新论坛、数字
健康与健康大数据研讨会等活动。

医学电子与数字健康科研团队聚
焦生命健康领域的全时空感知、大数
据融合、网络化协同等重大科学问
题，开展电子信息与生命健康的交叉
研究，打通医学电子与数字健康领域
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社会服务的
完整链条，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在陆军的推动下，嘉兴学院还对

接长三角产业发展方向和嘉兴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需求，聚焦新材料、电子
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化工、时
尚 （服装）、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
推动学科交叉与集群式发展，建立专
业动态调整机制，主动布局新工科、
新文科、新医科专业建设，构建智能
制造专业群、时尚“智造”专业群、
建筑节能专业群等契合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应用型专业群。

“小我、无我、大我是一个不断
成长的过程，青年人应以无我的状态
为建设美好社会服务。”嘉兴学院学
生林驰这样回答陆军的问题。

（下转第二版）

嘉兴学院持续深化集群发展、产教融合、校地共生——

厚培支撑区域发展的战略人才力量
通讯员 张猛 本报记者 杨文轶

本报讯（记者 陈欣然 通讯
员 焦德芳 陶森）“我学会了怎
样翻土、怎样使用钉耙，也知道了
怎样浇花效率更高。原来种地有这
么多学问，劳动是这么快乐！”天
津大学材料学院硕士生褚倬铭说。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
天津大学将劳动课堂搬到田间地
头，校园内一派欣欣向荣的“农
忙”景象。

据了解，天津大学将北洋园校
区10亩农作物种植基地划分成12
块学院劳动“责任田”，学生们拿
起铁锹和犁耙，在“园林劳动导
师”指导下，进行“农作物种植体
验”第二课堂课程学习。大家翻松
土壤、平整土地、播撒种子、浇水
灌溉，学习种植毛地黄、石竹、大
花金鸡菊等花卉，了解植物生长习
性和养护办法。这些植物将由各学
院学生长期养护，开花之后移栽到
学校各处景观和花坛绿地，作为学
生劳动成果装点美丽校园。

板蓝根、决明子、蓖麻、鸡冠
花、紫苏……在天津大学卫津路校
区的中草药种植体验区“百草
园”，师生一起锄地、打垄、翻
土、播种、浇水，沉浸式体验中药
材种植和炮制原理，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魅力。“板蓝根喜光、怕
积水、喜肥，大家播种后覆土1—
1.5厘米最适合种子生长。”作为

“百草园”劳动指导教师和“中草
药种植与文化创新实践”通识课主
讲教师之一，药学院教授李霞正手
把手教学生们培植板蓝根。李霞表
示，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学生们在
劳动中求知健体，感受中医药文化
的博大精深，感受生命的伟大力
量。 （下转第二版）

天津大学建立30余个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把劳动课堂
搬到田间地头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学生参加创意
烹饪技能比赛。“五一”国际劳动节前，黄平县举行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技
能大赛，吸引全县400余名学生参加。 梁文 摄

劳动大比拼

近日，在河南省济源市王屋镇
柏木洼村，中国济源首届种业菜花
节暨王屋种谷论坛开幕。同一时
间，在济源某种苗公司的柏木洼基
地里，一群孩子在技术员的指导
下，给菜花授粉、拔草。这是王屋
镇韩旺小学六年级学生的一节劳动
实践课，也是王屋镇中心学校耕读
教育的缩影。

传说中，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
生在济源市王屋山区。济源是亚洲
最大的十字花科制种基地，王屋镇
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种子基地
的核心，境内近千亩菜花种植园成

为王屋镇中小学的耕读教育实践基
地。在这里，孩子们学习农业知
识，提高劳动技能，感悟劳动快
乐，体会劳动价值。

“2021年和 2022年连续两年
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实施耕读教育作
出明确要求。王屋镇地处山区，耕
读教育资源丰富，为此中心校提出

‘以耕培德，以读育魂’的办学思
路，在全镇实施‘耕读教育’。”王
屋镇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杨国顺介
绍，通过党建引领、建立基地、构
建课程、改革评价等，着力培养有
理想、敢担当、会创新、肯奋斗的

“新时代小愚公”，为学生成长打下
亮丽的底色。

走进韩旺小学的耕读苑，农耕
文化长廊、“河之洲”文化园、“水
一方”文化园让人眼前一亮，百蔬
园、百草园、百花园、百果园、本
末园、桃李园、现代农业阳光棚等
布局美观、科学实用。近年来，该
校聚焦“我爱劳动”主题，打造

“土中寻宝——收红薯”等农耕体
验课程，每年丰收节都组织主题活
动，以绘画展、瓜果玉米搬运比
赛、果实交易等方式，让孩子们体
验丰收的快乐。 （下转第二版）

河南济源王屋镇中小学发挥山乡教育资源优势——

耕读教育培养“新时代小愚公”
通讯员 王强东 王法宽 本报记者 张利军

【五一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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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不凡的平凡人生致敬不凡的平凡人生

本报讯（记者 黄星）日前，福
建省体育局、省委编办、省教育厅、
省人社厅联合印发《福建省学校设置
教练员岗位的实施办法》，进一步加
强学校体育工作，将“体育教师”单
一模式改为“体育教师＋体育教练
员”岗位设置新模式，推动解决学校
体育专业人才不足和体育后备人才基
础弱化等问题，拓宽优秀退役运动员
职业转型发展通道。

福建明确，省级及以上高水平体
育后备人才基地学校、体育传统特色
学校和具有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的
高等院校，新增1个以上专职教练员
岗位用于聘用取得一级及以上运动员
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专岗专用，
纳入专业技术岗位进行管理，为退役
运动员进校任教练员提供编制保障。

福建提出，各地可拿出一定数量
的学校教练员岗位面向取得一级及以

上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公开
招聘。同时规定退役运动员任教练员
的条件——退役3年内且年龄不超过
40周岁，经学校教练员任职岗前培
训考核合格，具备专项教练的专业理
论水平和技术能力；任职学校教练员
应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小学体
育教练员学历要求可放宽到专科以
上；任职高等院校的教练员，应取得
运动健将以上技术等级称号，任职小
学、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的教
练员，应具有国家一级运动员及以上
技术等级称号。

此外，福建还要求，体育部门负
责做好退役运动员转型学校教练员培
训工作，可推荐优秀退役运动员担任
学校实习教练员（实习期不超过 1
年）；学校教练员入职后，由教育部门
负责加强思想政治、职业道德和教学
培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水平。

福建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
实施“体育教师+体育教练员”新模式

敬告读者
2023年“五一”期间，中国教育报将于5月

2日至5月3日休刊2期，5月4日正常出版。感
谢读者朋友的关心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