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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
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致信与会教师代表，全面

深刻阐述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强调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
坚守三尺讲台，肩负育人使命。与会教师代表中，有人坚守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一线，攻关关键技术，培育人

才队伍；有人扎根特殊教育，致力于让残障孩子“拥有如向日葵般灿烂的人生”；有人深耕思政课教学，尽己所能
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他们抱定“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决心，不断为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于1980年进入清华大学学
习，1990年留校工作至今，一直从
事大气污染防治相关工作，坚持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大气污染来源
和调控技术研究，为打赢蓝天保卫
战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红色是我事业的底色，蓝色是
我要为祖国建设交出的完美答卷。
我们团队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我国
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大仗硬仗，出
色完成北京夏奥、冬奥等历次重大
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北京成为
全球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最为成功的
案例，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最
重要的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好
了，增强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这是对我多年教育科研工作的
最大褒奖。

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我
们的致信和李强总理的批示，我有
4点体会。

作为新时代教师，我们要有信
仰坚定、忠于祖国的政治立场。清
华大学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校党委书记带头给本科生讲授

“形势与政策”课程，我也积极参
与，主讲“碳中和：中国与世界”
部分。日常工作中，我注重引导学
生在政治上追求进步，毕业生当中
90％以上都是共产党员。

作为新时代教师，我们要有立

德树人、教书育人的使命担
当。清华大学鼓励并持续支持
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
功立业，我培养的学生均投身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一线。

作为新时代教师，我们要
有奋发有为、勇于探索的创新
精神。清华大学通过“2030创
新行动计划”，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成立碳中和研究院等。我作为碳中
和研究院院长，在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领域持续攻关，要努力为支撑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作出
自己的贡献。

作为新时代教师，我们要有淡
泊名利、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学
生的事是天大的事，我始终坚持对
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不管多
忙都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我的导师郝吉明院士教育我
们，要“立报国之志，学报国之
能，建报国之功”。他77岁仍奋斗
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第一线，
这就是教育家精神的体现。在今后
的教育工作中，我们会将教育家精
神和科学家精神融合起来，为美丽
中国建设培育拔尖创新人才，为国
家绿色低碳发展夯实科技基础，在
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红蓝两色”绘就教育人生画卷
讲述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贺克斌

扎根特殊教育已有近40个年
头，我看到了一批批残障孩子通过
教育改变命运；经历了启音学校从
简单的聋人识字场所发展为特殊教
育学校，我见证了国家特殊教育事
业的巨大变化。

1986年，我参加工作来到这所
学校，那时办学条件还很欠缺，校
舍比较破旧，孩子很少，只有少数
残障孩子能够接受特殊教育，社会
上一部分人还对特殊学校师生存在
误解。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支持
特殊教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办好特殊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要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
从“支持”到“办好”再到“强
化”特殊教育，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特殊教育的关心重视和发展特殊教
育的决心。

这些年来，特殊教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对特殊教育事
业的重视直接体现在我们学校的发
展上，我们有了新校舍、新教师，
学校建起了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构
建了融合教育文化，越来越多的残
障孩子走进学校、接受专业康复教

育。他们不仅“有学上”，还能“上
好学”，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家
庭。

我最自豪的，就是选择成为一
名特教教师；最幸福的，就是一辈
子做好特殊教育一件事。每一个残
障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我们的
使命就是为“折翼天使”插上“逐
梦翅膀”，让残障孩子重拾向阳而
生、向美而行的希望，实现人生蝶
变。从教以来，我始终秉持“为每
一个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的教育
理念，鼓励孩子们要有梦想，勇于
追梦，一起圆梦。

我们学生的舞蹈《最先出发》
荣获江西省残疾人艺术汇演一等
奖，代表江西省参加全国残疾人艺
术展演；学校跆拳道队与健全人同
台竞技，摘金夺银，两次代表江西
省出战全国残运会，荣获2金1银
2铜的好成绩。2019年，我被授予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更让
我备受鼓舞的是，2019年教师节
期间，在人民大会堂我受到习近平
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
的致信和李强总理的批示，我再一
次深切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对教
师队伍的特殊厚爱和殷切关怀。作
为特教教师、校长，我将谨记习近平
总书记“强教必先强师”的嘱托，
带领全校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既
志存高远又求真务实，既学高德正
又弘毅自强，既富有创新又勤于实
践。我们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融入特殊教育实践中，乐
教爱生、因材施教，为特殊儿童创

造成长机会，打通残障
学生就业通道，促进特

殊 教 育 与 职 业 教
育、普通教育融合
发展，为每一个孩
子的幸福人生奠基。

一辈子做好特殊教育一件事
讲述人：江西省南昌市启音学校校长 张俐

践行教育家精神 担当强国建设使命

今年是我从教的第 25 个年
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亲身经历
和见证了思政课改革的巨大进展，
马克思主义学院从“小学院”成为

“大学院”、思政课教师从“冷门职
业”成为“紧俏职业”、思政课从
所谓的“水课”成为学生欢迎的

“金课”这一系列转变。我所在的
学院成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
院，涌现出一批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优秀大学生村官、抗疫先进个
人、见义勇为优秀学生。

多年来，西安交通大学紧紧围
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三进”这一核心任务，出台
系列举措：切实加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
思政课程建设，将延安精神、西迁
精神等融入学校思政课，建设“行
走的思政课”“前沿的思政课”“指
尖的思政课”，建成“大思政云平
台”和虚拟教研室，打造10门慕
课，拍摄系列短视频，在线学习超
过100万人次。

基于西安交大建立的200多个
实践基地，我带领学生完成300多
万字的乡村振兴调研报告和案例总
结；指导学生成立“微宣讲团”，
在22个省区市宣讲1000多场，受
众超过5000万人次。

思政课强化了大学生的爱国情
怀和担当意识。近年来，西安交通

大学毕业生有 50％留在西部工
作，奉献西部大开发事业。

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要认真
学习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思政课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
论述，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提升
立德树人成效，培养更多时代新
人。

一是打造好一门课程，用好新
出版的统编教材，依托“大思政
课”基地，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
好新时代伟大变革，讲好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这门
最新、最重要的思政课，建设成为
大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毕生
难忘的优质课程。

二是建设好一支队伍，把弘扬
践行教育家精神同践行思政课教师

“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
广、自律严、人格正”的要求有机
结合起来，在“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崇高事业中，走在前列、作
出表率。

三是培养好一批学生，以“听
党指挥跟党走”为要求，强化“三
全育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
任的栋梁之材。

培养担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讲述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燕连福

◀燕连福和学生在
一起。 学校供图

▶张俐和学生在一起。
学校供图

◀贺克斌在实验室。
资料图片

本报沈阳 9 月 27 日讯 （记者
刘玉）今天，以“职业教育助力‘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一
带一路”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研讨
会在沈阳举办。会议向“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推广中国职业教育标准，树
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中国品牌”，
向世界发出中国“职教声音”，助推
职业教育更好服务并融入国际产能合
作，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
繁荣。

会议期间，中国、柬埔寨、德国、加
纳、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蒙
古、菲律宾、塞拉利昂、泰国、突尼斯、
英国等13个国家共同签署推进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质等效的《沈

阳协议》，形成国家和区域间职业教育
高水平建设发展的专业认证新范式。
此外，还举行首批10个“墨子工坊”合
作项目签约仪式，打造中国职业教育

“走出去”新品牌。
会议发布了《辽宁宣言》，倡议大

家携起手来，增进理解、扩大开放、加
强合作、互学互鉴，谋求共同利益、直
面共同命运、勇担共同责任，进一步推
动职业教育成为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提升国家发展能力的重要力量，充分
发挥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作
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
献新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谱写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一带一路”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研讨会举办
中英德等13国签署协议推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本报讯（记者 赵岩 通讯员
孙晓刚）“一是将党的建设写入机构办
学章程，明确办学方向；二是建设党员
活动室，严格落实党的生活制度，定期
开展各项活动；三是对不足3名党员
的机构派出党建指导员，成立校外培
训机构党建联盟。”近日，山西省运城
市对全市校外培训机构党建工作提出
3点要求。

近年来，运城市教育局多途径、多
渠道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党建工作，确
保以党建促“双减”落实，校培行业党
建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为在“线下+网格化”治理模式的
基础上，尽快实现“线上+数字化”智
能监管，该市对2036家机构开展了数

据稽核工作，线下“地毯式”“拉网式”
扫楼扫街，逐一核对信息；线上逐项填
报稽核结果，确保证照齐全机构全部
纳入平台进行监管，真正实现“两种监
管方式”和“两个全面纳入”。

该市还在校内开展课外辅导情况
问卷调查，摸排学生校外培训情况；在
校外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网格三级动
态排查机制和中小学片区包联机制作
用，“拉网式”检查学校周边辅导机
构。目前，累计排查机构979家，排查
从业人员1838人，收集违规培训线索
194条，查处违规培训行为190起、“假
注销，真运营”机构20个，清理违规培
训广告164处。查处4名教师违规开
展学科类培训，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山西运城强化校外培训机构党建工作
不断推动“线上+数字化”智能监管

在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时常会有这样的特
色课堂：学院定期组织师生参观宝塔山、杨家
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学生用外语讲述历史事
件，教师现场点评，学生既锻炼了口语表达能
力，也增强了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思想水平和
专业能力得到了双提升。

这是外国语学院着力加强党建和专业深度融
合的画面。近年来，学院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充分依托学科专业特点，挖掘利用地域红
色资源，打造“小红帆”党建品牌，全面开展课
程思政，探索出了党建与教育教学“双融双促”
党建新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访”革命旧址悟奋进历程、“译”党史故事
续红色血脉、“讲”英雄楷模明时代责任、“唱”
红色歌曲抒爱党爱国情……“小红帆”通过教师
引导学生“访”“译”“讲”“唱”延安精神、校
史校情中的先进事迹和故事等，以外语为媒介，
着力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外国语学院组织学生选译《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等多部与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相关的党建
资料，教育引导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坚定爱
党爱国情怀；组织学生用英文讲述革命先烈的感
人事迹，朗诵英文版红色文学作品，在讲述红色
故事中强化专业知识、加强党性修养。

延安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外国语学院利用
延安红色资源优势，挖掘延安精神育人元素，大力
推进课程思政。学院强化课程设计，以现行教材
为依托，制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施方案》《大学
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等，编制《大学英语课程
思政素材库》和课程思政案例，并组织课程思政教
师“大练兵”展示活动，促进课程育人目标的实现。

外国语学院注重党支部书记“双带头”示范引
领，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在学院组织的“传递
中国声音——双语讲党课，专业促党建”报告会
上，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李艳教授围绕“三次飞
跃、十大经验”，结合翻译实践，以中英文方式进行
讲解。在“重走长征路”主题党日活动中，师生集
体用英文朗诵《长征组诗》，全方位认识和感受伟大长征精神，坚守共产党人初心
和使命，自觉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不断加强党员师生党
性修养，激发师生干事创业工作激情。开展“亮身份，做先锋，奋力谱写外国语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主题党日活动，向师生党员赠送政治生日贺卡，为党员教师颁
发“党员工作室”门牌，为学生党员颁发“党员宿舍”门牌，进一步强化学院师生党
员身份意识，增强党组织的集体凝聚力。

“采访老党员、坚定我初心”是外国语学院创新党员培养教育模式的一个
品牌活动。学院引导学生以身边优秀党员为榜样，聆听老党员们真实的奋斗故
事，先后组织7批近300名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党员利用假期和周末登门采
访，整理形成《“采访老党员、坚定我初心”优秀作品汇编》，强化学生思想
政治引领，将延安精神特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学院在强化师生党建引领的同时，将县域基础教育提升作为着力点，发挥
学科专业优势，积极探索党建引领成果转化为服务区域基础教育发展的实践路
径。学院先后与榆林市府谷县等签订基础外语教育合作协议，开展“结对送课
下乡，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以开展英语课堂教学、党建引领交流等形式，助
力当地基础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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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当天，怀进鹏还出席首届卓越工

程师培养国际会议并致辞。怀进鹏表
示，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教育已成为
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文明进步
的重要支撑力量，是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工作。中国高
度重视教育，将教育作为国家优先发
展战略，不断推动教育服务个人全面
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主动应对产
业和科技变革，倡导新技术、新实践
和新应用，大力加强职业教育和工程
技术人才培养，建设学习型社会和终
身教育体系。他对工程教育提出三点
建议：一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为宗旨，走开放合作之路。二是推动
科学、工程与文化相融合，深化工程

科技人才评价改革，构建高质量工程
师培养和认证体系。三是不断强化学
习能力，以完善政策支撑和公共服务
为保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建立终
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
进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
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石油、北京市教
委、重庆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作交流发
言。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
院国资委、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有
关司局，部分省市党委组织部门和教
育行政部门，以及有关高校、企业、
国家实验室、协会组织负责人参加会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