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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关注 民生关切 教育有为 系列报道

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
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
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新征程，新起点，新远
航。

在这个关乎强国的宏大
叙事中，教育成为磅礴力
量。这力量，与党同心，与
国同频，与时同行。

从党的二十大对教育作
出新的战略部署到今年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强
国建设、教育何为”时代
课题，再到全国两会代表
委员作答时代之问，教育
强国的蓝图正一步步转化为

“实景图”。

回答时代课题——
教育量出现代化

进度

在党的二十大擘画的蓝
图中，明确到本世纪中叶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并提出到 2035 年建成
教育强国。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能否抢占发展
先机、赢得发展主动，关键
取决于教育发展和国民素质
水平。”全国人大代表，河
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毛杰说。

研究表明，人均受教育
年 限 与 人 均 GDP 紧 密 相
关。教育作为提升国民素质
的主要途径，在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和强国崛起进程中起
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这样的共识存在于基础
教育领域——

“ 没 有 教 育 就 没 有 科
技 、 没 有 人 才 ， 何 来 强
国？”在多年从事基础教育
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浙
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
书记张咏梅看来，万丈高
楼 平 地 起 ， 教 育 是 基 石、
是支撑。

这样的共识存在于职业
教育领域——

“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推动我国
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过程中，扮演着‘关键先
生’的角色。”全国人大代表、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副院
长杨德芹已持续5年为职业教育发声。在她看来，职业教育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服务科教兴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
略，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利器。

这样的共识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
全国人大代表、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认为，推动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
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

无论是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还是建设文化强
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都需要建设教育强国作为基础
支撑。

教育，正按新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度。

成为关键力量——
教育跑出创新加速度

3 月 3 日，天津大学。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党委书
记杨贤金一见面，就开门见山：“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发
展。”

的确，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重构着我们的一
切。

在今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
进鹏指出，要深刻认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对教
育变革提出的迫切要求，更好推动教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础支撑和关键力量。

“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是培养创新人才
的主要阵地。”杨贤金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有 70%以上
的诺贝尔奖产生自各国高校；从国内看，高校获得国家科技
三大奖稳居 2/3 以上，承担着超过 80％的国家自然 （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

上述数据表明，国家科技创新与兴办教育、办好教育、
办一流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教育是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不
竭动力，释放出澎湃的新动能。

新动能出现在基础研究领域——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基础学科是科技创新的母
机、战略安全的底牌、民族复兴的血脉。任何一次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都是以基础学科为先导的。

施大宁认为，基础研究的突破，第一，要有战略规划，
需要大中小协同、需要整个科学体系协同；第二，要有宽松
的氛围，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评价；第三，要有开放的思维，
放眼国际的广阔视野；第四，基础研究不单单是理工科的
事，还要有文史哲等新文科的繁荣。

新动能出现在关键领域——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说，取得更多从

“0”到“1”的重大原始创新，攻克前沿引领技术、关键共
性技术及颠覆性技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是“双一流”建
设高校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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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心理健康已成为关系国家和
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今年，
全国政协委员、哈尔滨东盛金材科技 （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张忠
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青少年心理健康。
这一问题也引起其他代表委员和社会的关
注。据中国教育报发起的两会教育热点话
题调查显示，学生心理健康是最受读者关
注的话题之一。

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出怎
样的特点？如何更好地呵护青少年心理健
康？代表委员就此谈了他们的看法。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小视
为更深入了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

况，今年，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泉州
市晋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曾旭晴在
调研时走访了泉州市教育局、文明办等

部门以及泉州安溪、南安等地 10 多所基
层学校。她发现，“过去 3 年，受疫情影
响，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更加凸显，不少
学生出现了网络依赖、亲子关系紧张等
问题”。

“孩子面对压力时缺乏有效疏解的方
法，家长工作压力也大，陪伴孩子的时间
不多，孩子有倾诉的欲望，却不能及时得
到解答。”在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阳

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善竑看来，来自网络的
负面影响和家庭亲子关系的压力，都在加
重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在近年的工作中，全国人大代表、山
东省临沂北城小学校
长张淑琴发现，青少
年心理问题低龄化倾
向越来越突出。

（下转第五版）

让灿烂阳光照亮青少年心田
——代表委员热议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本报记者 程旭 梁丹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日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
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
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党中央始
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
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
自己人。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
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
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高质量发展。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来临之
际，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全国“两
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
各族各界妇女，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海外女侨
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十四
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沪宁，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
和讨论。

联组会上，曾毓群、解冬、刘振东、
陈小平、谢茹、孙东生等6位委员，围绕
占领全球新能源产业制高点、金融支持科
技创新、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优势和活力等
作了发言。

习近平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重
要讲话。他表示，很高兴来看望全国政协
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同大家一起讨论交
流。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的各位委员，
并向广大民建、工商联成员和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向广大政协委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
史上极为重要、极为关键的一年。在国际
环境风高浪急和国内面临多重超预期因素
冲击的情况下，经过全体人民团结奋斗、
顽强拼搏，我们办成了几件事关重大、影
响长远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丰硕
成果。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克服新冠疫情等
困难挑战，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我们动态优化调整防控政

策措施，较短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转
段，新冠病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
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我们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全球通胀
达到 40 多年来新高的情况下，我国物价
总水平保持平稳，全年经济增长 3%，在
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很高的。这些成绩的
取得，实属不易。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 5
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 5 年。我国
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

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
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
战。同时国内也面临新冠疫情反复、经济
下行压力增大等多重困难。我们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沉着应对，
不信邪、不怕压、不避难，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 5.2%，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
重大成就，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5 年来的成就，是

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凝聚着
广大政协委员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
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做到沉着冷静、保
持定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
致、敢于斗争。沉着冷静、保持定力，就
是要冷静观察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动，沉着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既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及时优化调整战略策略，
又保持战略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为
各种风险所惧，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坚
定不移向前进。（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

3 月 5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
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
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教育系统广大
干部师生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坚持“四个面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进一步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高质量教育

支撑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江苏省教育厅第一时间安排“第一议
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教育
工委书记江涌表示，全省教育系统将紧盯

“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构建高质量教育
体系”任务不松劲，统筹推进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主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和乡
村振兴战略，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谱写

“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凝
聚 着 人 民 的 心 声 ， 也 饱 含 着 群 众 的 期

盼。”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张晓
宏说，作为大学校长，今后将更加注重办
学治校鲜明的方向性、超前的引领性、整
体的协同性，团结带领全校师生以时不我
待的精神扎实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交出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放
心、让江苏人民满意的新答卷。

（下转第三版）

以高质量教育支撑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引起师生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禹跃昆 缪志聪 刘玉 张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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