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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与会
代表，首次阐释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的核心要义。学习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教师节重要指示精神，对于加快建
设教育强国具有重大意义。广大离退
休教育工作者长期为教育事业躬耕奉
献，身体力行诠释教育家精神，在助
力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应
传承弘扬他们的宝贵精神，发挥他们
的示范引领作用。

银龄教师西部支教心有大我、躬
耕教坛。为振兴西部高等教育，教育
部实施了“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
划”。3 年多来，100 余所“双一流”

建设高校的退休教授、副教授1400余
人次支援西部6省 （区、市） 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14所高校，为266个
专业、679 门课程授课 132569 个课
时，参与和指导1315个科研项目，指
导青年教师1949人次，建言献策1442
条。老教师们全身心投入带学生、带青
年教师、带科研团队，承担的工作、取
得的成效已远远超出“计划”本身。通
过西部支教圆了从教50年梦想的南开
大学退休教授赵铁锁，将思想政治教
育和南疆实际相结合，抓住少数民族
学生特点，不断调动吸引学生，让学生
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

老一代教育人胸怀大爱、甘于奉

献。许多老同志一生节俭，但当国家需
要、师生有困难时却慷慨解囊。北京大
学101岁离休干部杨辛教授捐赠艺术
藏品设立美育馆，捐献毕生积蓄设立

“荷花品德奖”。上海交通大学离休干
部黄良余教授与夫人捐款100万元助
力抗疫。教育部机关老同志连续20年
开展“银龄园丁行动”，累计捐资68
万余元，资助31所中小学的570多名
学生，奖励 40 名乡村教师和特岗教
师，送教上门近30场，受众超1万人
次，联系企业捐赠价值5200多万元的
物资。

老教育工作者建言献策、献智出
力。教育部直属系统广大老同志发挥

教育事业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的优势，
继续咨政建言。以“建言二十大”“我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话传统、
谈复兴、聚力量”等专题调研为契机，
畅谈对教育事业发展等的真切感受，
累计参与近 20 万人次，收到建言 1 万
余条。老部长对教育强国规划纲要编
制等教育重大决策提出意见建议，中
国教科院102位老同志在主题教育调
研期间提出118条意见建议，一大批老
同志在基层党建等方面发挥作用，继
续投身教育强国建设。

教育系统“五老”关心后代、发
光发热。教育系统有 190 万“五老”
活跃在党的建设、思政教育、家庭教
育的实践活动中，近5年累计17万余
人参加“五老”报告团，11万余人担
任高校“特邀党建组织员”，13万余
人参加“青蓝工程”主题教育活动，
辐射青少年1.5亿人次。5年累计举办

“院士回母校”“杰出老校友回母校”
3万余场次，邀请杰出老校友等回母
校与大学生分享治学做人的经历和感
悟。 （下转第三版）

立足教育强国建设 发挥老教育人独特优势 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
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书记、局长 于虹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笔谈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莫青）近
日，青海全省职业教育发展大会在
西宁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青海
省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职业学校与华为、青海盐湖集团等
省内外1450多家企业建立了良好校
企合作关系，构建交通运输、现代
农牧等10个职业教育集团，打造独
具青海特色的职业教育产教研融合
新路径。

2018年，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
见》，明确构建教育和产业融合发展
格局、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等5项
工作任务，确定了省级相关部门任务
分工。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和省教育厅
联合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
首批遴选15家产教融合型企业，给
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
式激励。成立由企事业单位、学校、
科研机构和协会为成员单位的交通运
输、现代农牧等 10 个职业教育集

团，着力开拓职业教育产教研融合新
路径。鼓励企业在中职院校挂牌运
行，建立产业学院，派遣企业管理专
家和一线能工巧匠积极参与学院建
设，共建高水平专业、开发高端认证
证书。

大力推动现代学徒制试点，坚持
校企双主体育人、学校教师和企业师
傅双导师教学，形成学校和企业联合
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长效
机制。青海省13所中高职院校与青
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比亚
迪汽车有限公司等45家省内外企业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开办“订单
班”、建起“厂中校”，试点工作取得
良好成效。高职院校围绕产业关键技
术，深入推进校企协同技术集成与应
用创新、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现建
有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5个，校企
联合开展教科研项目40多项，申请
专利154件，制定地方标准36项，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近1.2亿元。

开设“订单班”建起“厂中校”

青海职教探索产教研融合新路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希望同学们在哈
工大这个大平台，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
任的栋梁之才。”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
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作为班主任，与未来技术
学院2023级善义班学子面对面交流，结合世界
形势、国情和学校发展战略，为学生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大思政课”。

2020年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哈
尔滨工业大学建校100周年，希望学校“在新的
起点上，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扣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在教书育人、科研攻关等工作中，不
断改革创新、奋发作为、追求卓越，努力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深切嘱托，哈工大瞄准学术大师、工程
巨匠、业界领袖和治国栋梁4类杰出人才培养目
标，从2020年起，创新推出小卫星班、智能机
器人班、永坦班、善义班、人工智能班等由院士
领衔并担任班主任的特色班和院士担任院长的未
来技术学院。

“这些院士特色班的研究领域虽然不同，但
目标一致，那就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
怀、创新思维、攻坚能力的未来领军人才。”哈
工大党委书记熊四皓说。如今，7位院士领衔的
5个特色班已成为站位高、起点高、特色鲜明的
人才培养新载体。

“我们的班主任是院士！”2021级善义班学
生施昊辰说，“当收到哈工大录取通知书时，一
行大字映入眼帘：善义班——面向全校选拔英
才，当时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奋斗的种子。”

善义班由力学和复合材料领域著名专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韩杰
才担任班主任。“两年来，我们经常倾听力学与
航天领域前沿讲座，了解复合材料等科技前沿问
题，大大拓宽了视野，时时感受着院士、教授们
的魅力与风采，在学习中不断感悟、不断成
长。”施昊辰说。

在哈工大航天馆二楼展厅，韩杰才以航天先进材料为例，向善义班学子讲
解了哈工大以“硬核”技术助力航天强国建设的历程，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增
强本领，立志解决“卡脖子”难题，担负航天第一校“尖兵”使命，在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青春力量。

今年9月，当87岁的刘永坦院士和夫人冯秉瑞教授共同走进“永坦班”
时，78名学生把热烈而持久的掌声献给了“明星”班主任。

1953年，刘永坦和冯秉瑞怀揣科技报国理想，来到哈工大求学，至今已
扎根70年。刘永坦带领“雷达铁军”用几十年的坚守和专注，为祖国筑起了
一道“海防长城”，荣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时代楷模”等称号。

科研攻关、教书育人，哈工大的学子们都亲切地称刘永坦为“坦先生”。
2020年8月，他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永瑞
基金”，用于哈工大电子与信息学科人才培养。2021年，由他担任班主任的永
坦班设立，面向前沿技术发展，为国家培养电子信息领域拔尖创新领军人才。
目前，永坦班已招收了3批共135名学子。

“高中时，我了解到您团队的事迹，指引着我沿着您为之奋斗的方向追逐
心中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像您一样，为国家、为世界创造出更有价值的成
果。”2023级新生代表踊跃发言，表达了在“坦先生”的引领下立志成才、科
技报国的决心。

人工智能班是哈工大今年重磅打造的又一院士特色班。在位于深圳的鹏城
实验室，20名首届人工智能班学生与班主任高文院士互动交流。依托一校三
区优势资源，人工智能班聚焦未来革命性、颠覆性技术人才需求，培养具有优
良品德、家国情怀、攻坚能力、国际视野，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

记者了解到，在哈工大，除院士领衔并担任班主任外，还有一大批国家
级高层次人才主动申请并担任未来技术学院新生班级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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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华蓥市双河二小四川省华蓥市双河二小
的学生利用课间的学生利用课间 1010 分钟分钟，，来到教来到教
室外参加趣味活动跳室外参加趣味活动跳““竹竿舞竹竿舞”。”。
华蓥市中小学充分利用课间 10 分
钟，组织学生到室外参加跳绳、拔
河、老鹰捉小鸡等适宜学生玩耍的
趣味文体活动，促进孩子身心健康
成长。

邱海鹰 刘南贤 摄

竹竿舞
跳起来

【课程周刊】

如何培养“教师的教师”
——对中小学教研员与教师一体化培养的认识

➡➡➡详见第五版

“如果没有改革，我的本科学历
肯定不能过关。”中南大学青年教师
张永敏本科毕业于一所地方本科院
校，但学校在人才引进时，专业同行
并没有过于关注他的本科学历，而是
综合分析了他的科研潜力，对他作出
了高度评价，一致同意将其作为特聘
教授引进。张永敏也不负众望，今年
入选了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近年来，中南大学在全面推进教
育评价改革试点高校建设中，努力打
破人才引进、职称评审等工作中“唯
学历”“唯论文”“唯资历”“唯数
量”等现象，通过优化评议内容、规
范评议维度、严选评审专家、健全评
议机制等举措优化学术同行评议制
度，让这项被誉为“学术守门人”的
制度真正守好学术“大门”。

谁来评？外行让位于同行
“目前，我们学校同行评议系统

已储备来自67所高校的1800余名高
水平专家，涵盖学校所有学科。”说

这话的是中南大学常务副校长陈翔。
为什么要让同行来评？

“只有内行才最了解内行。”陈翔
说，过去，看一位教师学术水平，主
要是定量评价，比如只看论文数量，
项目资金多少，这样就容易造成“学
术假象”，甚至在程序上很多外行也
可以评，造成了很多问题。

早在10多年前，中南大学就开始
实行学术同行评议制度。2018年，全
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后，中南大学迅速
行动，积极改革评价指挥棒，深化完善
学术同行评议制度，制定了相关文件，
全面应用于人才引进、职称评审等教
师评价工作中。

同行评议，显然需要行业内真正
“懂行”的专家来评议。

“在专家选择上，一定要过硬。”
中南大学人事处处长张武装告诉记
者，对于校内同行评审专家，学校要
求其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理
论水平，师德师风优良，公道正派，
治学严谨，学术水平高，尤其要在本

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对
于校外专家，则注重一流学科导向和
高校间的平衡。

“设置这些要求，就是为了避免外
行来评内行，真正做到评议公平、公
正，体现学术质量。”张武装说。

不过，也有人担心，同行评议会
不会形成“小圈子”？会不会有“人
情干扰”？对于这些担心，中南大学
在制度上建立了“防火墙”。

张武装介绍，专家并不是固定不
变的，而是实行任期制。校内大同行
学术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4年，连任
最长不超过2届。校内小同行教授委
员会委员每届任期4年，连任不得超
过2届，且上届委员数不得超过三分
之二。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每届
任期不超过3年。

此外，选取专家时，学校严格按
照回避原则，对可能影响公正评价的
同行专家予以回避，主动提醒专家回
避有亲属或影响公正评价人员参评的
评议，避免“人情干扰”。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邓昊是
校内小同行教授委员会委员，曾当过
多次评委。他和记者分享了一个故
事。2021年，学校开展二级教授评
选，他本是评委之一，但因为一个远
房亲戚也是参评者之一，于是，他根
据有关制度进行了回避。“我认为，
回避制度可以防止‘人情干扰’，可
以减少给同行评议公正性带来损
害。”邓昊说。

怎么评？单维让位于多维
“我们学校有11个学科门类，拥

有46个一级学科。这么多学科，显
然不能只用论文数量、课题项目这样
一个维度来评价。”中南大学人事处
副处长张仕璟说。

为此，中南大学将分类评价作为学
术同行评议的一项重要改革。在职称评
审中，学校明确规定了要根据理、工、
文、医等不同学科的特点和规律，以及
不同类型成果间的差异来进行评定。

（下转第三版）

中南大学构建规范高效公平的学术同行评议制度——

不拘一格“评”人才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余杏 王见湘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经验篇

本报讯（记者 高毅哲）近日，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即日起启动为期
一个月的“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
动，聚焦网络戾气容易滋生的重点环节板
块，集中整治包括恶意夸大师生矛盾在内

的煽动网上极端情绪等7类突出问题。
煽动网上极端情绪突出问题表现

在：编造耸人听闻的帖文标题，发布无
中生有、毫无底线的“泄愤帖”；恶意夸
大师生矛盾，渲染家长“压迫”“压榨”

孩子，挑起关系对立，对未成年人形成
不良导向；刻意渲染消极负面、焦虑怨
愤情绪，散布仇视对立言论。

通知称，专项行动期间要坚持重
拳出击，集中关闭一批严重违规、影

响恶劣的账号群组，坚决取缔一批戾气
聚集、问题突出的功能板块，从严查处
一批履责不力、顶风作案的网站平台，
形成有力震慑。从严查处违规账号、群
组、贴吧。从严查处违规功能设置。从
严查处违规平台环节。督促网站平台加
强榜单、话题、推荐、评论、私信等环
节管理，严禁在榜单、推荐等位置推送
煽动、宣扬网络戾气的内容。对于存在
突出问题的网站、APP、小程序，依法
采取限期整改、罚款、暂停相关功能、
关停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

坚决打击网上恶意夸大师生矛盾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