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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毅哲） 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防范应对工作、甘肃临夏州积石山
县 6.2 级地震等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
要求，近日，教育部开展专项工作部
署，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积极防范应
对，全力确保 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顺利举行。

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和考试机构要密切联系当地气象、地
震部门，加强对低温雨雪冰冻等极端
天气预报预警和地震预警，坚持把广
大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细化防
范举措，做好充足准备，尽最大可能减
少对考场组织、考生赴考等带来的不
利影响。要强化考点考场风险隐患排
查，确保考点考场基础设施正常运行，

防止极端天气、震后次生灾害造成断
水、断电、断气、断热等情况。要优化
考生服务保障，引导考生错峰、快速进
入考点，有条件的考点可设置室内候
考区，为考生提供更多便利服务。

教育部提醒广大研考考生，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极端天气提前规划赴考行
程，同时做好自身防寒保暖，防范冬季呼
吸道流行疾病，确保良好的身心状态。

教育部部署各地积极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

全 力 确 保 2024 年 全 国 研 考 顺 利 举 行
本报讯（记者 张欣）日前，教育

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印发《关于实
施 2023 年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
励计划的通知》，决定实施 2023 年乡
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计划
培养奖励 300 位乡村优秀青年教师，
对入选的乡村优秀青年教师进行奖
励，每人一次性奖励1万元（税后）。

《通知》 指出，计划实施范围包

括乡村学校 （含乡中心校、村庄学
校） 任教教师，乡中心校正职校长除
外。基本条件主要有 4 点，一是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
爱国奉献精神。二是具有高尚道德情
操和师德师风，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
神，恪守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学术道
德规范等职业道德规范。三是热爱乡

村教育事业，在乡村学校任教 5 年以
上且目前仍在乡村学校任教。教育教
学理念先进，立德树人成效突出。四
是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 （出生日期在
1988年1月1日之后）。

《通知》 明确，2023 年度共培养
奖励 300 人。由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
出资，对入选的乡村优秀青年教师进
行奖励。

教育部启动2023年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共培养奖励300人，每人一次性奖励1万元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北京
时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肃临夏
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甘肃
100 人死亡、青海 11 人死亡，部分水、
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
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甘肃临夏州积
石 山 县 6.2 级 地 震 造 成 重 大 人 员 伤
亡，要全力开展搜救，及时救治受伤
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灾区
地处高海拔区域，天气寒冷，要密切

监测震情和天气变化，防范发生次生
灾害。要尽快组织调拨抢险救援物
资，抢修受损的电力、通讯、交通、
供暖等基础设施，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并做好遇难
者家属安抚等工作。请国务院派工作
组前往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解放
军、武警部队要积极配合地方开展抢
险救灾，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组织抢险
救援、搜救被困人员并救治伤员，尽

最大努力减少伤亡。当前正值冬季，
要抓紧核实灾情，尽快抢修受损基础
设施，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
作，及时发布信息，维护灾区社会稳
定。要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各类次生
灾害，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求，国
务院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救援
处置等工作。甘肃、青海已组织力量
开展抢险救援，并紧急调拨帐篷、折
叠床、棉被等救灾物资运抵灾区，全
力做好受灾群众救助。目前抗震救灾
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习近平对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6.2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开展搜救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强作出批示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
祥 19 日 在 北 京 出 席 何 梁 何 利 基 金
2023年度颁奖大会并讲话。

丁薛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科技创新工作，推动我国科技事业
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
变化。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
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丁薛祥强调，人才是科技创新的
第一资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充分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希望获奖科
学家把奖励和荣誉化为动力和担当，
多出关键性、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
技成果。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
扬科学家精神，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希望何梁何利基金秉承“爱国、爱

港、爱科学、爱人才”初心，为推动
国家科技进步贡献更大力量。希望社
会各界关注创新、参与创新、支持创
新，将更多社会资源集聚到科技创新
上，为科技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023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成就奖”授予我国神舟飞船首任
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另有55位科技
工作者荣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

“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蔡达峰、陈武出席大会。

丁薛祥出席何梁何利基金2023年度颁奖大会并讲话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肃省临夏
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
治县，刹那间，地动山摇，一场 6.2 级地
震突然袭来。

地震发生后，甘肃省委、省政府坚持
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科学有力有序
有效开展抗震救灾。教育部党组高度重
视，要求及时妥善安置受灾学校师生。甘
肃省教育厅立即作出应急响应，成立工作
组第一时间赶赴一线，指导各学校开展抗
震救灾工作。

一场紧张有序、争分夺秒的抗震救灾
行动迅速展开⋯⋯

迅速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地震发生后，甘肃省教育系统快速反

应，迅速行动。19日凌晨3时，由甘肃省
教育厅主要负责人带队的工作组到达积石
山县，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详
细了解当地学校师生避险、安全转移及校
舍受损情况，现场指导当地教育系统开展
抗震救灾。

工作组深入位于震中的刘集乡学校、
大河家中学、石塬乡肖红坪小学，指挥调度
学校抗震救灾工作，并走访慰问学生家庭。

凌晨 5 时 10 分，工作组在积石山县
教育局召开线上调度会，成立一线指挥
部，下设 5 个抗震救灾工作组。其中 3 个
摸排组分赴受灾程度最重的3个乡镇摸排
了解师生受灾、学生家庭受损情况，核查
登记学校灾损情况；1 个机动组摸排积石
山县其他乡镇学校受灾情况；1 个数据统
计和信息工作组，负责归口汇总当地教育
系统灾损数据，及时做好灾情信息报告等
工作。

地震发生后，临夏州、积石山县组织
专门力量对辖区学校进行全面摸排。积石
山县摸排学校 243 所、学生 4.8 万余名；
临夏州摸排学校 2048 所、学生 49.8 万余
名。积石山县寄宿制学校学生全部有序疏
散并妥善安置。

此外，地震后，甘肃省教育部门召开
排查和调度协调工作会议，启动紧急预
案，确保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
顺利进行。省教育厅指导临夏州教育局第
一时间摸排临夏考点，对监考教师和考务
人员及家属进行了仔细排查。同时，成立
专班对积石山籍参加考试的1240名考生一
一对应联系，确保他们如期参加考试。

做学生的坚强后盾
“大家都是被摇醒才知道地震了。”

19 日凌晨，积石山县大河家中学高二学
生马世俊从宿舍跑了出来，他光着脚，连
外套也没来得及穿。所幸由于学校平时有
地震应急演练，他和舍友没有过分慌乱，
楼梯上人很多、速度很快，也没有出现拥
挤情况。

地震发生后，学校教师立即组织学生
到操场避险，清点人数，并找来了衣服和
鞋子让他们穿上。

大河家中学位于受灾较为严重的大河
家镇。该校校长马朝真告诉记者，全校
2100 余 名 学 生 、 190 余 名 教 师 全 都 安
全，没有出现伤亡情况，学生们和教师们
都已经回家了，留下班子成员在校值班。

地震后，积石山县对 13 所寄宿制学
校展开了排查。据了解，所有学生均安全
集中在操场并陆续被家长接回。

为帮助因地震受灾致困学生渡过难
关，多所高校迅速开展地震受灾学生关心
和应急资助工作。

兰州大学及时摸排、深入了解学生家
庭的地震受灾情况，第一时间与在地震受
灾区域从事实习、实践以及科研活动的师
生连线了解其安全状况，开通“甘肃临夏
州积石山县地震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
专项通道，为受灾学生提供精准帮扶。西
北民族大学及时启动临时困难救助工作，
为受灾致困学子提供关心和帮扶，保障学
生们安心学习生活。同时根据学生受灾情
况，开展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等级调整等
相关资助工作⋯⋯

面对灾难，学校成为学生的坚强后盾。

一直守护在学生身边
夜晚的积石中学校园很安静。深夜，

宿舍突然开始晃动，住校教师们意识到发
生地震后，迅速冲到了学生宿舍组织孩子
们到操场避险。

地震来临的瞬间，积石中学校长、山
东援甘教师董洪海来不及想太多，第一时
间就跑回学校。

来到学校后，董洪海马上组织学生疏
散到学校操场等开阔的地方避险。忙碌了
一夜，董洪海和同事一起与每名学生的家
长对接，确保孩子们安全到家。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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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专业学位

类别的数量由47种增加到67种

学术学位博士授权点数量较10年前实现翻番

专业学位授权点总数由10年前占学位授权点总数的

37.6％提升至44.2％，其中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数

量增长3倍

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 2012 年的 32.29％增至

2022年的56.4％ 数据来源：教育部

本报北京 12 月 19 日讯（记者
张欣）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教育部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教育部日前印发《关
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推动学
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分
类培养，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提供更有力支撑。
《意见》以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

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
坚持问题导向、尊重规律、整体推进、
机制创新，以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为
方向，注重对现有人才培养过程的改
造升级，加强全链条、各环节改革措

施的衔接配合，提升人才培养链、工
作管理链的匹配度，增强改革的系统
性、可操作性、实效性和长期性，推动
培养单位实现内部体制机制的变革。

《意见》 着重提出 5 个方面政策
举措。

一是明确整体定位。《意见》 首

次将“分类发展”作为整个文件的
主题和中心，成体系地推进学术学
位与专业学位分类发展。目标是到
2027 年，两类学位分类发展实现
格局性变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
治理体系持续完善、治理能力显著
提升。 （下转第三版）

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我国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将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

能量政政

本报北京 12 月 19 日讯 （记者
张欣） 今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有关
情况。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
育司司长任友群表示，当前，我国
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
类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具有中国
特色的，两种类型、三级学位协调
发展的体系初步建成，有效满足了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求。
学科专业设置体现了学术学位

与专业学位的“并重”。2022年，教育
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
录》，进一步丰富了专业学位类别，专
业学位类别的数量由原来的 47 种增
加到 67 种，更充分、更精准地对接经
济社会需求，支撑行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 （下转第三版）

我国在学研究生达365万人 总规模居世界第二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抓好高等教育这个龙头，必须
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的高端引领作
用。为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不
断健全中国特色高质量研究生教育
体系，日前，教育部发布 《关于深

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有哪些意

义，又将如何开展？记者就相关问

题进行了采访。

亮点一：分类发展是建
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考研热”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

重要话题。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比去年下降
36 万。有专家分析，其背后原因之
一是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推进，

“水学位”变得越来越难，许多考生也
开始更加理性地评估自己的能力。

而 这 也 与 《意 见》 中 提 出 的
“完善研究生学业预警和分流退出机
制，根据学生培养实际定期进行学
业预警，对不适合继续攻读所在学
科专业的研究生及时分流退出，保
证研究生培养质量”要求如出一辙。

（下转第三版）

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同等重要
——《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解读

本报记者 张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