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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家要有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教
育是爱的事业，教师是爱的使者。勤
修仁爱之心，是教师站稳三尺讲台、
躬耕教育事业、培养时代新人的必然
要求。广大教师既要深刻理解教育家
精神的价值意蕴，又要系统把握教育
家精神的内在要求，保持敬业乐教、
关爱学生的职业热忱，甘为人梯、大
公无私的奉献精神，用大爱书写教育
人生，培育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
础、提供有力支撑。

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
之心，广大教师要以爱育爱，做既教
书又育人的教育家。教育是一项事业，
需要用一生去耕耘。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教师热爱教育，心有学生、敬业爱
岗，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
投身教育事业，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
与尊敬，担起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三
尺讲台上实现自我价值。教育是一门

艺术，需要用智慧去开启。教师喜欢教
学，尊重教育规律，讲究教育方法，因
材施教、寓教于乐，才能展现春风化雨
般的教育魅力，引导学生求真向善、孜
孜以求，开启自我成长之路。教育是国
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振兴、社会
进步的重要基石。教师作为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立志传道、乐于育人、坚守
初心，才能更好扛起以文化人、培根铸
魂的职业使命。教师甘为人梯，甘当铺
路石，以高尚师德在学生心灵涂上亮
丽的底色，学生勤学笃行、砥砺奋进、
建功立业，全社会将源源不断地涌现
可堪大任的优秀人才，为实现教育现
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注入不竭动力。

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
之心，广大教师要用大爱书写教育人
生，做既授业又传道的“大先生”。
成就职业理想，需要教师以爱育人。
从事教育事业，意味着选择一项高尚
的事业。教师拥有高尚的育人情怀，
追求高远的精神境界，无形中塑造学

生纯洁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格，为学生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生动诠释
了教师这一职业的崇高价值。办好高
质量教育，需要教师饱含仁爱之心。
有好老师才会有好教育，教师把加强
师德修养变成内在需要，内化为德行
自觉，达到一言一行皆是教育的境
界，才能实现高水平教育教学，推动
教育不断走向优质均衡，让每个孩子
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培育合格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教师
心有大爱。为人师表，师爱为魂。师
德是教师素养的最基本内容，也是教
育学生的重要手段，不仅影响学生读
书期间的成长，还影响着学生人生道
路的选择。敬业爱生、无私奉献的教
师是一面旗帜，更是值得尊敬和追随
的榜样，引领一批又一批学生树立正
确人生观、坚定理想信念、练就本
领，在各行各业建功立业，在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赤诚报国。

（下转第三版）

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
——五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的重要指示

本报评论员

7月19日，躺在哈萨克斯坦国立
医学科学中心病床上的小伊（化名）
并不知道，他即将要进行的手术将由
两个国家的医生共同完成。这天，新
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团队
和哈萨克斯坦国立医学科学中心多学
科专家团队进行线上连线，共同为小
伊制订手术方案。经过12小时，小
伊的手术成功完成。自此，他开启了
人生的新旅程。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医疗专家能
够携手为小伊解除病痛，得益于近十
年来新疆为努力谱写新时代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教育对外开放新篇章建
立的有效协作机制。

着眼新疆教育实际，新疆充分发
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人文优势、
区位优势，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聚焦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提升教育
服务能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
展了一系列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推
动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提质增效，促进
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周边
国家的教育互联互通、民心相通，共同
绘就了一幅教育交流的美好图景。

深度合作：
与沿线国家共享优质资源

小伊的手术，是新疆医科大学一
附院帮助哈萨克斯坦成功实施的首例
离体肝切除和自体肝移植手术。

以此为契机，新疆医科大学一附
院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医学科学中心签
订了合作意向书。如今，新疆医科大
学一附院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开
展合作交流已有近十年的时间，优势
医疗资源不断获得周边国家医院和患

者的认可，让中亚各国人民共享优质
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技术。

近10年来，新疆高校与25个国
家和地区签订了230余份合作协议，
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学术交流、
汉语推广、文化艺术等领域开展了全
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

“来到中国学习后，让我们觉得此
生都与中文结缘了。”李莎和李娜说。
她们是一对巴基斯坦的双胞胎。姐妹
俩学成回到巴基斯坦后，创办了中文
学校，给孩子们教授中文，站在家乡的
讲台上讲述中国故事。

截至目前，新疆已在俄罗斯、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巴基斯坦、蒙古、格鲁吉亚7国
建成10所孔子学院，累计注册学员
20万余人。

（下转第三版）

新疆努力谱写新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教育对外开放新篇章——

共绘教育交流合作美好图景
本报记者 蒋夫尔

同等功率下，激光脉冲的持续
时间越短，瞬时功率就越大。当激
光脉冲持续时间短至千万亿分之一
秒级，瞬时峰值功率可超过百万亿
瓦，超过全世界所有发电厂装机功
率总和的上百倍。这就是飞秒激
光。

通过调节飞秒激光脉冲在时域、
空域和频域的性质，飞秒激光就会变
成一把形状、性质可调，无坚不摧的
柔性刀具，在微米、纳米尺度下完成
高精度切割、打孔、调平等，甚至能够
实现电子层面的调控……20多年前，
姜澜看到了飞秒激光应用的巨大潜
能。

如今，在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
车辆学院，姜澜及其团队在国际上
率先预测了飞秒激光加工形状，率
先提出了飞秒激光电子动态调控制
造新原理，率先实现了激光制造中
电子层面主动调控，率先研制了首
套跨尺度准三维超快连续观测系
统，率先实现了激光制造中电子层
面的观测，率先实现了飞秒激光制
造的重大工程应用，率先实现了飞
秒激光制造的规模化产业应用。

不惧挑战，攻关科技难题

自1960年人类第一台红宝石激
光器诞生以来，科学家们不断将激
光的性能推向更快、更强。上世纪
80年代，研究人员发现当激光脉冲
持续时间短至千万亿分之一秒级、
强度超过百万亿瓦级的超快、超强
区间后，经典的理论模型已经不能
够解释这一超快超强电磁场与物质
的相互作用机理，这成为制约飞秒
激光发展的瓶颈。本世纪初，姜澜
进入了飞秒激光制造研究领域。

上本科时，姜澜对物理产生了
强烈的兴趣，“‘相对论’‘量子力
学’都是那时我潜心钻研的方向，

以激光为代表的高能束制造本质上
是能量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是我非
常感兴趣的方向”。

没有团队、没有项目、所关注
的只是三级学科领域的一个研究分
支，回忆起20多年前孤身入局的情
境，姜澜的嘴角泛起一丝幸福、回
味的微笑。“那是一段无人打扰的独
自潜心研究的美好时光。”

6年后，姜澜在飞秒激光制造理
论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提
出了改进双温度模型，将经典双温
度方程的适用范围从电子低温区扩
展到了任意电子温度范围，提高了
飞秒激光加工阈值预测精度。他建
立了等离子体量子模型，首次预测
了飞秒激光加工形状，成功预测了
系列重要反常效应，获得了包括诺
奖得主在内的广泛国际实验验证和
正面评价。

2006年，姜澜在北理工组建了
国内第一支飞秒激光制造及其应用
科研团队。

当时，挡在团队面前的是又一
道障碍。飞秒激光加工效率低，精
度差于衍射极限，深径比低，这些
飞秒激光加工的“固有缺陷”，正是
导致飞秒激光加工20余年未能走向
实际应用的原因。

姜澜应用他所建立的模型揭
示，要解决上述难题，核心是“能
否调控局部瞬时电子动态”。根据他
的理论模型预测，姜澜提出可通过
飞秒激光时空整形实现激光制造中
局部瞬时电子动态的主动调控，进
而控制加工结果的技术路线。这一
技术路线大幅拓展了激光制造的极
限能力。在这一理论模型的支撑
下，姜澜团队将飞秒激光加工效率
提高了56倍，可重复加工精度达波
长的1/14，深径比极限从20∶1提
高到超过5000∶1。

其后，姜澜提出并带领其团队
研制了跨尺度准三维超快连续观测
系统。“跨越15个时间数量级，峰值
帧速率达数万亿帧/秒的观测系统验
证了飞秒激光电子动态调控制造新
原理。”姜澜说。

在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
就展中，姜澜团队的飞秒激光电子
动态调控制造成果入选。11位院士
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这样评价：“率先
实现了激光制造中电子层面的主动
调控和飞秒激光加工的产业化与重
大工程应用……总体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
经济主战场

一个外行走进飞秒激光微纳制
造研究室，很难将眼前的大型实验
设备以及排布在工作台上的数百个
光学镜片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而
突破了基础科研的研究人员却已看
到了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

手机屏幕异形切割是手机制造
的关键技术。“一块手机屏幕的结构
就像一块多层蛋糕，在不同层分别
分布着玻璃、聚合物、金属、绝缘
体，还有胶水。”姜澜说，“传统刀
具束手无策之地，正是飞秒激光大
显身手之处。”目前，应用姜澜提出
的电子动态调控切割新工艺，与大
族激光合作研发的飞秒激光制造装
备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达到60%。

难加工材料的三维复杂微细结
构加工是尖端制造领域的世界级难
题。姜澜发明了电子动态调控制
孔、切割、调平、刻型等新技术，
带领其团队研制了一系列主要指标
显著优于国际水平的新装备，为37
个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和国家重大装
备奠定了基石。

（下转第三版）

瞄准科技前沿瞄准科技前沿 服务国家需求服务国家需求
——北京理工大学姜澜团队和飞秒激光制造研究

本报记者 施剑松

本报讯（记者 张欣）2023年以
来，受台风、暴雨洪涝等影响，部分家
庭遭遇生活困难。为确保每一名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都能顺利入学、安心就
学，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做好
2023年秋季学期高校学生资助工作。

一是全力确保受灾学生应助尽助。
各高校要扎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工作，全面摸排受暴雨洪涝等影响
的学生情况，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学生纳
入资助范围，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
助尽助。要创新认定方法，综合大数据
分析、量化评估、民主评议等方式开展
认定工作，提高学生资助工作精准度。

二是全面畅通新生入学“绿色通
道”。各高校要在新生报到现场设立

“绿色通道”专区，简化报到手续、提高
办事效率，确保提出申请且符合条件
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都能通过“绿色
通道”顺利入学。要对存在特殊困难的
学生发放困难补助和必要生活用品，
确保他们入学后能够安心就学。

三是切实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
策。各地各高校要会同国家助学贷款
经办银行全面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最新
政策，合理确定学生贷款额度，引导学
生勤俭节约、努力向学。要做好2023
年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
工作，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济压
力。要关注贷款学生还款情况，及时为
符合条件的学生启动还款救助工作。

四是不断提高学生资助管理水平。

各地各高校要强化学生资助规范化管
理，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明确监管责
任、强化信息管理、规范资助程序、严格
资金使用、加强队伍建设。要全面落实
各项学生资助政策，确保奖助学金评审
公平公正公开，及时足额发放资助资
金。要强化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应用，持续提升资助数据质量，不断提
高资助管理信息化水平。

五是深入开展资助政策宣传和引
导。各地各高校要持续开展资助政策
宣传，积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新手
段，通过多种方式全面深入解读学生
资助政策。要深挖感恩励志典型，引导
学生树立自立自强、知恩感恩的精神
品质。

全力确保受灾学生应助尽助

教育部部署做好新学期高校学生资助工作

9月14日，江苏大学2023级本科新生在进行训练。近日，江苏大学
组织2023级本科新生开展军训，新生们在军训中磨砺意志品质，上好大
学“第一课”。 杨雨 摄

开启大学“第一课”

本报讯 （记者 阳锡叶 通讯
员 曹鑫宇） 6月 21日至22日，本
报连续两天推出了湖南省常德市普通
高中大面积高质量现象调查报道，全
面展现了常德坚持市域统筹、系统推
进县域高中建设的生动实践。报道一
经推出，便产生了广泛影响。

日前，湖南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秘书组印发了《关于学习推广常德

市统筹推动县域普通高中整体提质经
验的通知》，号召全省各地认真学习借
鉴常德县域普通高中发展经验。

湖南省副省长秦国文指出，要充分
认识发展县域高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推动全省县域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
示，湖南着力构建具有湖湘特色的县
中高质量发展机制，探索出了常德经

验，走在了前列。湖南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夏智伦要求，全省各地要学
习借鉴常德经验，推动县中发展全面
提质。

“常德经验让我意识到，我们要
以更强大的信念直面问题，问题在哪
里，增长点就在哪里。”湖南省醴陵
市第一中学校长袁志中说，“常德经
验给了我新的启示。”

本报常德县域普通高中发展经验报道引发热烈反响

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在行动

姜澜姜澜（（左三左三））指导学生开展飞秒激光电子动态调控加工实验指导学生开展飞秒激光电子动态调控加工实验。。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