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ONGGUO JIAOYU BAO
2024年9月 日 星期五6
农历甲辰年八月初四 第12590号 今日十二版

报头题字：邓小平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0035 邮发代号1—10 微博：@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中国教育报
客户端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出版：中国教育报刊社 ●值班主编：王强 ●值班编辑：梁昱娟 ●设计：吴岩 ●校对：刘梦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420

奋进在奋进在教教育育强强国国大路上大路上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欧媚 柴葳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的
鲜明特征。教育，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领域。

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深化教
育改革创新”总结为新时代教育工
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之一，并
强调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在向教育强国迈进的新征程上，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从教育
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
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提出：“教育、科
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并以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从提升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出发，对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

改革创新者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六年
来，教育系统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
破解教育发展难题，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
进，以改革创新激荡起建设教育强
国的澎湃动力。

着眼“一盘棋”，不断增
强教育改革创新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

《决定》 强调要“加强顶层设
计、总体谋划”“坚持系统观念”。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全面深化改

革之初就深刻指出：“我国改革已经
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
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这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
法。

教育领域改革创新亦如此。
进入新时代，向纵深推进的教

育综合改革，更多着眼于构建教育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2023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

占GDP比例实现连续12年不低于
4%。仅这一年，在创新推进的部省
会商战略合作机制下，教育部便与
19个省份签订合作协议；在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深入推进的过程
中，国家层面配套政策体系逐步健
全；“国优计划”启动，支持“双一
流”建设高校为中小学培养研究生
层次优秀教师；国家教育数字化战
略行动向纵深推进，实现优质教育
资源服务供给能力、数字赋能大规
模因材施教水平、中国数字教育国
际影响力和美誉度“三大提升”；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类中心国际
STEM教育研究所落户中国，具有
重要里程碑意义。

经过40多年的教育改革，很多
容易改的问题已经改了，留下的都
是“硬骨头”“险滩流”，甚至是牵
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以
怎样的战略眼光和格局推进改革尤
为关键。

加强党对教育改革全面领导，
强化顶层设计教育改革统筹部署，

宏观决策层级上移，教育综合改革
迈向系统性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
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
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
机制。”

2018年，一项改革引人瞩目：
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其主
要职责包括审议国家教育发展战
略、中长期规划、教育重大政策和
体制改革方案，协调解决教育工作
重大问题等。加强党中央对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的领导是这项部署的重
要着力点。

同时，纵览中央深改委（领导小
组）的72次会议，教育评价改革、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双一流”建设
等教育改革重要事项进入审议或听
取汇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
办、国办发布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
革、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等重磅文
件。新时代以来，教育综合改革聚焦
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系统化谋划和
布局。 （下转第二版）

以改革创新激发教育强国建设新动能
——六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成就述评之四

非凡答卷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通讯员 王晓霞

九月的清华园，书声琅琅，一
派生机与活力。活力源于创新，动
力来自改革。2014年，清华大学在
全国高校率先启动综合改革，加快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2021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
调，“一流大学建设要把发展科技第
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
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
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进一步为学校改革发展领
航定调。

近年来，清华大学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锚定“2030
年迈入一流大学前列、2050年前后
成为世界顶尖大学”的目标，坚持
把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招，形成了一系列推动学校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立德树人，坚持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

今年春季学期伊始，周四晚上

的清华大学西阶教室内座无虚席、
气氛热烈。校党委书记、中国科学
院院士邱勇聚焦“中国式现代化”
主题，为同学们讲授新学期第一节

“形势与政策”课。全国200多所高

校的100余万名学生“云端”同上
清华思政课。“这才是思政课该有的
样子！”课程效果远超学生预期。

如何把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可
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这

是清华大学必须答好的问题。“培养
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
计，也是对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
贡献。”邱勇强调。

（下转第六版）

清华大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奋力开拓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为国家培养更多可堪大任的杰出英才

清华大学教授丘成桐和学生进行学术讨论。 清华大学供图（资料图片）

青岛：构建基础教育优质均衡新格局

各地教育成就巡礼

厦门：把学生“心事”当作民生大事
➡➡➡详见第二至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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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党支部书记、司长 田祖荫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对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动员，为基础教育改
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基础教育战线将把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准时代方
位，锚定战略目标，勇担改革使命，把全会精神
不折不扣落实到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

一、充分认清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新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基础教育，推动基础教育取得了跨
越式发展。从纵向看，实现了从“有学上”向

“上好学”的历史性转变。从横向看，为建成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总体水平跨
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普及
程度大幅提升。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
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稳中有升。二是教育公平有效保障。城乡、区域
教育差距不断缩小，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县
中帮扶提升机制进一步完善，不同群体公平入学
机制有效建立。三是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初步建立，素质教育理念得到
国际同行认同，教育数字化赋能取得实质进展。
我国基础教育对学生价值观念、基础知识、基本
能力的扎实培养得到国际认可。习近平总书记对
基础教育发展充分肯定，指出我国的基础教育在
世界上是有优势的，更加坚定了我们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二、把准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面临的新形
势

目前，基础教育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短板。
在支撑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五育”并举全面
育人水平还不够高，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不足。高
中阶段入学率与教育强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在
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适应人口变化的学位
供给动态调整机制还不健全，城乡、区域教育资
源配置还不够适应。在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方
面，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还不够充足，教育功利化
倾向尚未根本扭转，人民群众升学焦虑比较普
遍。在应对复杂严峻风险挑战方面，网络有害信息、社会不良文化现象对青
少年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带来负面影响。基础教育治理能力还有待提高，国际
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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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5 日讯（记者
高毅哲）9月4日至5日，教育部部长怀
进鹏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中国—非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和文化遗产
保护合作对话会的津巴布韦、安哥拉、
南非、几内亚比绍等国教育部部长，就
推动双边教育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怀进鹏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非
方领导人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
国同有关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不断深
化。中国愿加强在数字教育、职业教
育、教师教育、语言教学等领域务实

合作，携手推进教育现代化，助力两
国关系发展，造福中非人民特别是青
年一代。

非方教育部部长衷心感谢中国对
非洲教育发展提供的帮助和支持，高
度赞赏中国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教
育现代化道路，愿学习借鉴中国教育
发展经验，密切双方机构和人员往
来，加强各领域教育合作，传承非中
传统友谊。

会见后，双方还签署了有关双边
合作备忘录。

怀 进 鹏 会 见 部 分
非洲国家教育部部长

本报讯（记者 甘甜）近日，记
者从江西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新闻发布会现场获悉，为加强和改进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为群众提供
高效便捷的入学服务，江西省今年已
经实现了所有县（市、区）线上招生
入学服务的全覆盖，群众登录“赣服
通”或江西政务服务网“一件事专区”
办理，最快47秒可智能获取学位。

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江西全省
各地通过线上办理义务教育入学一件
事总量达到72.61万件，义务教育入
学“高效办成一件事”得到了广大学
生家长的高度认可，也被国务院办公
厅政务服务办作为优秀典型案例予以
推广。

据悉，为推动全省义务教育入学
“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落地见效，江
西省教育厅会同省公安厅、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义务教育入
学“高效办成一件事”实施方案》，
进行部署安排。一是多方联动打破壁
垒。实现教育与公安、自然资源、民
政等10个部门35类业务数据资源跨
领域、跨层级、跨业务流的开放融

合、共享协同。二是数字引领建设平
台。建设集学籍、户籍、房产等信息
比对、查询、应用功能于一体的入学
服务平台，学生家长仅需登录平台核
验相关信息，即可智能获取学位。三
是构建闭环保障格局。针对特殊群
体，开设线上复议通道和线下咨询服
务点，畅通家长反馈复议及特殊问题
处理渠道。

江西的义务教育入学“高效办成
一件事”的落地带来了三方面变
革：一是实现招生便利化。入学材
料形式由纸质证件变数据信息，现
场递交变线上提取，线下审核变即
刻核验，突破了时空局限，实现了
招生方式便民最大化。二是实现招
生高效化。由原来的单线程逐级式
审核变为现在的多线程自动式审
核，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管理
成本，为教师、学校及教育行政部
门减负减压。三是实现招生规范
化。推进入学资格溯源核验，实现
了区域内业务无差别受理、同标准
办理、全过程监控，为人民群众提
供了“不见面、不求人”的公平公
正招生服务。

最快47秒可智能获取学位

江西：线上招生入学服务全覆盖

宁波：从“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跃升

大连：足球为多彩校园注入活力

深圳：体育课每天与学生不见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