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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国教育，正在进入一个从教育大
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新时代。

面向新时代，我们必须回答好以什么样的
教育振兴民族、以什么样的人才担当使命的历
史之问。

伟大理论指导伟大实践。
2018 年 9 月 10 日，备受瞩目的全国教育

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一系列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观点，就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全方位部署，
擘画出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的五年间，教育战

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牢记嘱托，凝心聚力促发展，砥
砺奋进新征程，创造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新成
就，阔步迈进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大路上。

掌舵领航，锚定前进方向

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总

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形成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围绕“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作出
战略部署，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方向。

鲜明提出九个坚持——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
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
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
设作为基础工作。

深刻阐释教育的首要问题——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
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作为根本任务。

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教师队伍
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每个教师都要珍惜这
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
完善自己。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
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随着办学条
件不断改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
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
从教。对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要坚决依法
依纪予以严惩。

⋯⋯
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教育工作摆

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系统回答了教育一系
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教育
发展掌舵领航。

一次次讲话注入发展动力，一次次寄语激
扬青春梦想，一声声问候温暖教育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建立中小学

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深入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基础学科人
才培养”等教育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亲切座谈，
阐述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努力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
代表团审议，阐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意义，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
育界委员，强调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体系；

⋯⋯
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还先后给多所学

校、众多师生回信、致信，极大鼓舞和激励了
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师生，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
了强大动力。

这些回信，凝聚着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
亲切关怀——

“你们在信中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才
深刻理解什么是实事求是、怎么去联系群众，
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说得很好。新时代
中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神。”给中国农业
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为
同学们点赞。

中国农业大学 2021 级硕士研究生王雯欣
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读了好几遍回信内容：

“总书记对我们科技小院的同学们所见识的世
面、经历的成长、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
定，‘很欣慰’的表述，让我们感动得红了眼
眶。”

这些回信，凝聚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的
深切期待——

对教师这个默默奉献的群体，习近平总
书记时时牵挂于心。他多次回信、致信教师

盛赞其奉献精神，尽显对师道的尊重和对教
师的关心。

2021 年 9 月 8 日，在第三十七个教师节来
临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
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并向全
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教师团队是
黄大年生前所在的队伍。收到回信后，团队
成员马国庆说：“激动过后更要思考，怎么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落实到科研和教
学中，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这些回信，凝聚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的
深邃思考——

2022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
科技大学的老教授回信，“促进钢铁产业创
新发展、绿色低碳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切期望，也是新时代给北科大出的新
课题。

如何回答新课题？学校面向国家战略和行
业发展明确科研方向，主动承担重大科研任
务，面向新兴行业和重点领域实体化成立智能
科学与技术学院、矿产资源战略研究院等机
构。积极布局“新工科”建设，聚焦智能采
矿、低碳智慧冶金、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学科
交叉方向。

一纸信笺，满载殷殷期许；一纸书信，情
怀万千也力量磅礴。

这些写给广大师生的书信，与习近平总书
记身体力行关心关爱教育的动人故事一起，跨
越时间飞越山海，温暖人心催人奋进。

2022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党的二十大隆重召开。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将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安排部署，赋予教育新的战略地
位、历史使命和发展格局。

2023 年 5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
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新时代教育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科学回答

“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
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下转第三版）

阔步迈进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大路上
——写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五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欧媚 张欣 程旭 见习记者 郑翅

本报北京 9 月 10 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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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党中
央，向他们和全国广大教师及教育工
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刻阐述了中国特
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
求，并勉励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
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树立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
负，自信自强、踔厉奋发，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教育系统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倍感温暖、信心满怀。大家纷
纷表示，一定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
家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

对外经贸大学校长赵忠秀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教
师的亲切关怀，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指明了方向。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信后，
贵州省惠水县教育局局长龙清波对于
好老师的标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教师站在一方讲台上，但他培养的
人才属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让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一名优秀的教师应当润物无声、以
文化人，在学生心中播下启蒙开智的种
子，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我们将在未来的工作中着力培养、发掘
这样的优秀教师。”龙清波说。

教育家精神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落
实在教师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在2023
年度全国最美教师、安徽省六安市霍邱
县户胡镇中心学校教师董艳看来，教育
家精神对于乡村教师来说，就是要深沉
地爱自己的家乡，爱遇到的每一个乡村
孩子，爱所从事的乡村教育事业。

对于复旦大学上海数学中心主
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骏而
言，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时代“大
先生”，就是不仅要做科学家，而且要
做教育家，不仅将自己的科研做到顶
尖，而且能够在培育顶尖人才上下功
夫，让更多年轻人“冒出来”。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已经吹

响、蓝图已经绘就，时代呼唤教育家，教
育强国建设呼唤教育家。培养和造就
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是事业发展所需。

浙江省杭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
长钮俊认为，必须从强师、爱师、严师、
惠师四方面下功夫，不仅要促进教师专
业成长，增进教师职业认同，还要筑牢
师德师风根基，弘扬尊师重教风尚。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明建平认为，要厚植家国情怀，
选派能力素质过硬、教育经验丰富的
教师到对口帮扶地区，共促教育发
展；要坚守职业理想，广泛宣讲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学生为本、勤学不
息的优秀教师榜样，引领教师坚守育
人初心，担当历史使命；要培育教育
智慧，加强教师教育培训和科研引
领，释放教师创新创造活力。

强教必先强师，在建设教育强国的
道路上，广大教师深感使命在肩。安徽
省潜山野寨中学校长徐汉夫说：“我将
以身作则，引导老师们坚定‘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扎根三尺讲
台、倾心教书育人，以德立身、乐教勤
业，努力做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祖国东南，福建省三明市特殊教

育学校体育教师赵丽琴正在为新学期
课程精心备课。

“教育是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
颗心温暖另一颗心的过程。教导特殊
学校的孩子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爱心。
过程很辛苦，但看着他们一点一滴进
步，我很有成就感。”赵丽琴表示，她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秉持一
颗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
用爱的教育带领孩子们走出“特殊”
的“围城”，走向光明的未来。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
大门的重要途径。安徽省十佳班主
任、淮北工业和艺术学校讲师翟双红
表示，自己作为一名职校教师，深感
责任重大，必须始终牢记“立德树
人、教书育人”光荣使命，树立“躬
耕教坛、强国有我”远大抱负，保持

“不忘初心、守望未来”温暖情怀，坚
守三尺讲台，助力学生人生出彩，让
职业教育成为学生梦想起航的地方、
青春奋斗的舞台。

（统稿：记者 张赟芳 采写：记
者 方梦宇 施剑松 蒋亦丰 徐德明 新
华社记者）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激发广大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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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筑梦人的高
度，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
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方面全面完整地
阐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勉
励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何为教育家精神？教育家应该坚定怎样的
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把具有心有大我、至
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放在了教育家精神内涵的
首位。从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到教师要

“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要有“心有
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
对教师理想信念的要求不断具体、明晰、丰
富，把对广大教师理想信念的要求提到了全新
的高度，赋予新时代人民教师崇高使命，为广
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担当强国建设新使命指
明了方向，也为我们抓好教师队伍建设这一建
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推动教育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新的遵循。

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广大
教师要筑牢立身从教、教书育人的信仰之基，坚
守教育报国理想，凝聚起披荆斩棘、勇毅前行的
强大动力。“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
系、情之所归。”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
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新征程中，广大
教师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弘扬爱国
奋斗精神，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
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始终与民族复兴同向
同行。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是实
力的比拼，也是毅力、耐力的考验，广大教师要
秉持历经千难而锲而不舍、经历万险而勇往直
前的坚定信念去躬耕教坛、育才造士，才能完成
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托。

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广大
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
持立德树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后继有人。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
力竞争的核心。人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关键所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的根本。（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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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①9月7日，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三中学学生在大课间进行足球训练。 张鹰 摄
②9月5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开展教学。 田园园 摄
③9月1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夹浦镇中心小学学生在课堂上举手发言。 谭云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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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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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
——致敬2023年“最美教师”

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各地多形式庆祝第三十九个教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