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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吉卓嘎

（右五

）与
学生们

交流

。

索朗仁增

摄

“老师的责任心有多大，人生的
舞台就有多大。”这是 2023 年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
县中学校长、教师德吉卓嘎的座右铭。

在德吉卓嘎的心中，“老师”是
与“责任”画等号的。她用自己 17
年的教育生涯诠释和践行着“用一

辈子备一堂课，用一辈子守三尺讲
台”的从教初心与育人责任。这位
扎根雪域高原的校长像格桑花般，
赋予她的学生幸福和美好。

高原教育的追梦人

“我特别感谢老师用自己的生命

之光照亮了我的人生旅途。”德吉卓
嘎的学生这样评价她。德吉卓嘎的
从教初心，萌芽于求学过程中遇到
的诸多优秀教师。

“人的一生要过得有意义，就要
好好学习，将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初中班主任桑珠老师的
话在年少的德吉卓嘎心中留下了深
深的印记。桑珠老师的教导和关
怀，对年幼的德吉卓嘎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为“淋雨没伞”的孩子遮
风挡雨也成了德吉卓嘎的人生目标。

2006 年大学毕业后，德吉卓嘎
来到了同学口中条件艰苦的那曲市
巴青县巴青乡小学任教。高寒缺
氧、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每年的
降雪天气达到一半以上⋯⋯这里是
公认的苦寒之地。喝着几公里外提
来的河水，站在冬天漏风的教室，
躺在四处发黄的土坯宿舍，德吉卓
嘎在心里叩问自己从教的初衷。

（下转第三版）

雪域高原的一朵“格桑花”
——记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中学校长、教师德吉卓嘎

本报记者 周小兰

一所学校，三尺讲台，一个梦想。
1991 年，李青霖从曲靖师范学

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省曲靖市第
二小学任教，这一教就是30余年。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云南省优秀共产
党员、首届国家级小学语文骨干教
师、2023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面对一项项荣誉，曲靖二小校长李青
霖反而更加鞭策自己：“我要做边疆
基础教育事业的一枚‘螺丝钉’。”

“有爱的教育比单纯的知
识传授更有价值”

1991年，李青霖担任班主任。她
的班上有一名小女孩来自单亲家庭，
父亲对孩子不管不问。李青霖从微薄
的工资中挤出钱来，为小女孩添置衣
物、购买学习用品。她在狭小拥挤的
单身宿舍里，辅导小女孩功课，照顾小
女孩生活，直到小女孩顺利进入初中。

“李校长关爱学生的故事还有很

多，令人感动。”该校副校长陈丽芳说。
2021 年 8 月，学生报名入学临

近结束时，招生组给李青霖带来了一
名特殊的学生：学生的监护人不是父
母，而是叔叔。李青霖打量着面前的
小女孩：清瘦白净的脸蛋，两只会说
话的大眼睛，衣服有些褪色但洗得干

干净净。
“老师，我的哥哥常年在外打

工，孩子的妈妈在她出生几个月后
就离家出走了，小侄女一直跟着我
和我的妈妈生活，我是她的监护
人。”说着，孩子的叔叔眼圈红了。

（下转第二版）

边疆教育的一枚“螺丝钉”
——记云南省曲靖市第二小学校长、教师李青霖

本报记者 李配亮

李青霖

（右三

）与学生们在一起

。

学校供图

走近2023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焦点聚聚

本 报 北 京 9 月 7 日 讯 （记 者
林焕新）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
党中央关于教材建设的部署要求，
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中等职业学校思
想政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教
材已通过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核，于
2023 年 9 月开始在全国实施中等职
业学校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 （含技
工院校） 新入学一年级投入使用，
2024 年秋季新学期实现使用全覆
盖。

中职三科统编教材突出育人导
向，紧扣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主题主线，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体
现党的创新理论，系统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注重彰显职教特色，立足
中等职业教育育人目标和学生实
际，精心选择与职业生活密切相关
的学习内容，加强与专业课程的配
合，有机融入职业道德、职业精神

和劳动精神教育。注重与时俱进，
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积
极吸纳各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和教
学成果，适应新时代培养大批德才
兼备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创
新呈现方式，精心设计教材编排，
科学设置学习栏目，事理结合、图
文并茂，重视引导学生思考，让学
生学得进、学得通，提高实际学习
效果。

教育部2020年启动中职三科统
编教材编写工作，聘请政治立场坚

定、学术造诣精深、编写经验丰富
的专家担任教材编委会主任，组建
100 多 人 的 编 写 团 队 精 心 开 展 编
写。教材经过多次严格审核，在全
国13个省份中等职业学校 （含技工
院校） 进行试教试用，并请 300 多
位一线教师进行了精细审读。

教材投入使用后，教育部将持
续跟踪教材使用情况，并专门开设
教材意见听取渠道，及时听取社会
各界的意见建议，定期对教材进行
修订完善，不断提升教材质量。

中职三科统编教材开始投入使用
2024年秋季新学期实现全覆盖

作为典型的山区大县，河北省青龙
满族自治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
称。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青龙长
期面临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人才引进困
难、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发展瓶颈。

青龙县成为教育部定点帮扶对象
以来，知识、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加速
向青龙聚集，为青龙乡村振兴注入了新

活力。

产业振兴走出新路径

独特的山区环境，孕育了青龙丰富
的铁矿资源和农业资源。但由于基础
薄弱、交通不便，青龙县产业发展面临
科技含量不高、产品销售难、专业人才
紧缺等难题。

教育部的定点帮扶给青龙县带来
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打出了一
副“科技+电商+人才”的乡村振兴“组
合牌”。

一张“科技牌”，提升青龙特色产业
内生发展能力。依托“百校进青”帮扶
工程，青龙县聚焦青龙铁矿、电缆、板
栗、苹果、杂粮、中草药等特色产业，在

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指导
与合作下开发了重点新技术 8 项。其
中“板栗树郁闭园的改造方法”新技术
在青龙推广面积达 30 余万亩，累计增
产增效1亿元以上。

目前，已有25所高校与县内企业建
立紧密合作关系，为青龙县292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张“电商牌”，助力青龙特色农产
品走出深山。经教育部牵线，某公司向
青龙派出乡村振兴特派员，指导全县电
商经济发展。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等 7 所高职院校组成助农联盟团，开展
助力青龙农品销售电商直播实践活动，
让青龙板栗、香菇酱等产品通过高校师
生的直播小窗口奔向大世界，擦亮金字
招牌。 （下转第三版）

教育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教育部定点帮扶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纪实

本报记者 程旭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教育部党组严格
按照党中央部署，在中央第二十三指导组的
有力指导下，紧密结合高校实际，指导 49
所非中管直属高校牢牢把握主题教育“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在
不折不扣完成各项规定动作上当标杆，在彰
显教育特色、体现教育贡献上做表率。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部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在教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
部署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是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举措、是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部署，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饱满的政治热情、严肃的政治态度，积
极投身主题教育，确保取得实效。

49 所直属高校党委组织动员全体党
员、干部和师生员工，以高质量读书班打
头，推进理论学习走深走实。高校党委书
记、校长领学334人次，带动校内各级党组
织讲党课 2.7 万人次；高校领导班子形成调
研主题704项，转化调研报告634篇，转化
制度文件 996 个。10 个巡回指导组深入 49
所直属高校 772 次，与师生访谈 1377 人
次，主动与学校交换意见⋯⋯150 多个昼
夜，从仲春伊始到初秋时节，各高校在充满
希望的季节收获了主题教育的累累硕果。

“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
伟力的‘思想富矿’，也是指引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实践特别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宝
典’，尤其是其中蕴含的领导方法、思想方
法、工作方法，既是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
展导航定向的‘指路明灯’，又是将事业振
兴发展战略机遇期转化为加快发展黄金期的

‘密码钥匙’。”这是记者在近期采访主题教
育时听到的一段生动话语，代表了 49 所直
属高校党员干部师生聚焦以学铸魂、以学增
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在坚持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中的切身感悟。

通过主题教育，49 所直属高校拥护“两个确立”的政治自觉进一步巩
固，增强“四个意识”的思想自觉进一步提高，坚定“四个自信”的理论自
觉进一步深化，做到“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进一步强化，落实党对高校全
面领导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人心力量进一步凝聚，
在彰显教育使命担当、切实推动事业发展、提升师生幸福指数等方面取得丰
硕成果，为写好“教育强国，高校何为”时代答卷打下了坚实基础。

凝心铸魂：投身教育强国实践
5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上关于教

育强国的论述，吹响了高校党员、干部和师生勠力同心、开拓进取的冲锋
号。49 所直属高校通过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学习实践方式，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深
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深邃内涵和党的二十大关于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的战略意义，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教育
强国重要论述的时代呼唤和现实要求。进一步坚定了“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增强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教育
强国建设龙头作用的内生动力。

如何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建设教育强
国的核心课题，在主题教育期间，一段段铿锵话语令人深受鼓舞：

7 月 25 日，在首届“高校党委书记思享汇”暨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
会 2023 年研讨会上，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指出，在建设教育强
国事业中，高校党委书记角色重要、作用关键、地位特殊，要主动思考和回
答“教育强国，高校书记何为”这一重要命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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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宗河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经中央批准，教育部组织编写了
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语文、历史
统编教材，于 2023 年 9 月开始在全
国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各类职
业学校（含技工院校）投入使用。日
前，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就中职三科
教材统编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中职三科统编教材的编写
背景是什么？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教材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和论述，为做好教
材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三科教材意识形态属性强，是
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集中体现，具有特殊重要的育人作
用。中央要求，对意识形态属性较
强的教材要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
一审查、统一使用。教育部完成义
务教育和普通高中三科教材统编工
作后，于2020年启动中等职业学校
三科教材统编工作。目前，中职三
科统编教材已完成编审程序，今年
9 月开始在全国实施中等职业学校
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 （含技工院
校） 新入学一年级投入使用，2024
年秋季新学期实现使用全覆盖。

问：中职三科统编教材的编写
思路和基本原则有哪些？

答：中职三科统编教材编写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系统融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注重基础性，体现职
业性，反映时代性，着力为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人才打好基础。

教材编写坚持以下原则。一是
贯彻中央精神，确保方向性。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铸魂育人主题主线，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相关内容，有机融入全国
教育大会、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新时
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精神，确保
教材坚持正确方向。二是彰显职教
特色，增强适宜性。立足中等职业
教育育人目标和学生实际，合理设
计难度，做好语言转化，丰富支撑
材料，注重选择与职业生活密切相
关的学习内容，加强与专业课程的
配合，有机融入职业道德、职业精
神和劳动精神教育。三是注重与时
俱进，体现时代性。充分体现经济
社会发展新成就，积极吸纳各学科领
域的最新研究和教学成果，使教材能
够适应新时代培养大批德才兼备技
术技能人才的新需求。四是创新呈
现方式，提升感染力。精心设计教
材编排，科学设置学习栏目，灵活
安排各类素材，注重事理结合、图
文并茂，注重引导学生思考，让学
生学得进、学得通，提高实际学习
效果。 （下转第二版）

育人导向突出 职教特色鲜明
——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就中等职业学校三科教材统编工作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林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