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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 12 月 18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18 日下午乘专机抵达澳
门，出席将于20日举行的庆祝澳门
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
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
澳门。

16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徐徐
降落在澳门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走出舱门，向欢迎人群挥手致
意。澳门警察乐队奏响热情洋溢的欢
迎曲，舞龙舞狮表演喜气欢腾。舷梯
旁，两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
献上鲜花。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贺一诚和夫人郑素贞陪同下，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前来迎接的人员亲
切握手。数百名澳门青少年和各界群
众代表挥动国旗、特别行政区区旗和
鲜花，表达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这次赴澳门受到海内外高
度关注，中外记者在机场等候。

习近平走到采访区，向在场记者问
好。他表示，每次来到美丽的澳门，
都感到十分高兴。这次来，是和同胞
们一起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周年，
看看澳门这几年的新发展新变化。他
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
体澳门居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
祝愿。

习近平指出，25年来，具有澳门
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
公认的成功，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独特
魅力。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势不可
挡，澳门的发展厚积薄发、未来可
期。这是澳门居民的光荣，也是全国
人民的骄傲。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
制”的制度优势，敢于拼搏、勇于创
新，澳门一定能创造更加美好的
明天。

习近平强调，澳门是祖国的掌上
明珠，我一直惦念着这里的发展和全
体居民的福祉。接下来几天，我会走

一走、看一看，同各界朋友广泛深入
交流，共商澳门发展大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
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何卫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何立峰，全国政协副主席兼
秘书长王东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先期抵达，
并到机场迎接。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
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
特别行政区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
构负责人等前往机场迎接。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
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
派员刘显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
部队司令员于长江、政委林庆华等也
到机场迎接。

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
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对澳门进行视察

习 近 平 抵 达 澳 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等前往机场迎接

12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澳门，出席将于20日举行的庆祝澳门回
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欢迎人群致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 于长学

全国教育大会对新时代新征程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动员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为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指导新时
代新征程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
署转化为推动教育高水平开放和做

好人文交流工作的实际行动，为加
快 推 动 我 国 建 成 教 育 强 国 作 出 新
贡献。

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发挥高级别
机制示范引领作用。高水平教育开放
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人
文交流是提高教育开放水平的重要途
径。一是加强人文交流理念的教育、
传播与实践，推动将人文交流理念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对外开
放的各项工作。二是配合办好中俄、
中欧、中法、中南非等中外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大会，与机制中方秘书处

单位对接，筹备实施相关配套活动。
三是进一步用好高端平台资源，充分
发挥高级别机制的示范引领作用，深
化品牌平台建设，持续丰富机制内涵
与成果，设计举办中俄同类大学联
盟、中欧人文艺术教育联盟、中非

（南） 职业教育合作联盟和中印尼人
文交流等相关合作交流活动，打造
更多成果亮点。四是深入推进不同
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之间的
交流互鉴，协同举办中新教育发展
论坛，办好中国—新西兰学前教育研
讨会，推动落实中国—新西兰职业教
育发展联盟建设，积极拓展人文交流

“朋友圈”。
（下转第三版）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笔谈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以中外人文交流为高水平教育开放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特约通讯
员 秦恒 毛军刚） 这个学期，公费
师范生陈镭夫在母校华中师范大学的
支持下，把“线上平台资源+线下翻
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引入其入职的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吸引周边学校教师纷纷前来观摩学
习。

这是华中师大推进“人工智能+
教师教育”改革的一个缩影。“微格

技能小组”等小班化教学与实践、人
工智能应用等沉浸式实训室、“专递
课堂+AI”等创新实践课堂、智能化
普通话训测中心等实体场所、中学名
校名师论坛等线上资源……对于华中
师大的师范生来说，这些是再寻常不
过的学习经历。

如何培养更多适应未来的“云教
师”？华中师大校长彭双阶介绍：“学
校启动实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

设行动试点工作，推进思政强师、数
字强师、队伍强师、学科强师、改革
强师等十大计划，推动建立高水平教
师教育体系，着力培养一批创新型、
高素质、专业化的未来卓越教师。”

在华中师大生物学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几名学生借助VR头盔、
裸眼3D、智慧大屏等设备，将原来
做不了、做不好的实验变成了可能。

（下转第三版）

华中师大推进“人工智能+教师教育”改革

创新“云教育”涵育“云教师”

数字教育 引领未来

本报记者 韩晓萌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
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在过去的
25个春秋里，澳门成功谱写了“一国两
制”实践的华彩篇章。其中，教育既是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澳门其他事业稳
步发展的基础，为澳门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
充足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增强文化自信，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
绘就青少年爱国爱澳底色

在澳门濠江中学，每周一早晨8时
举行升国旗仪式，是师生必备的“仪式
感”。

1949年10月1日，濠江中学的杜
岚校长带领全体师生，在校园升起了
五星红旗。而今，澳门所有学校已实
现升挂国旗全覆盖。“现在，我们从幼
稚园就开始让学生学习国旗、国徽和
国歌，自小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等他

们慢慢长大了，对祖国有认识了，还要
学好历史，懂得我们中国的过去、现在，
展望我们中国的未来，做一个堂堂正正
的中国人！”濠江中学校长尤端阳说。

2014年，习近平主席来到澳门
大学横琴校区考察。他表示，希望大
家通过学习和了解我们民族和国家的
历史，汲取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增
强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增强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骨气和底色。2019
年，习近平主席视察澳门时指出，爱
国主义为澳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澳门特区从制度、课程、教材和
活动等不同层面，有力推动爱国爱澳
传统薪火相传，筑牢“一国两制”社
会政治基础。

澳门大力加强爱国爱澳课程和教
材建设。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
展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的《品德
与公民》教材投入使用后，受到澳门
广大中小学师生的广泛好评。宪法、
澳门基本法补充教材的使用和参考使
用率达100％。在教育部举办的全国

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中，澳
门学生屡获佳绩。

澳门努力通过丰富活动厚植青少
年的爱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系列活动陆续开展，在学生心中
种下爱国、爱澳、爱文化的种子。用
好青少年爱国爱澳教育基地，利用澳
门基本法纪念馆、冼星海纪念馆、叶
挺故居等15个学习点，让学生学习
祖国和澳门历史变迁、社会发展，建
立文化自信。澳门学界五四青年节升
旗仪式、澳门青年学生军事夏令营、
京港澳学生交流夏令营、澳门青少年
外交知识竞赛……一系列活动持续举
办，涵育了澳门青少年的爱国情感。

澳门注重增强民众维护国家安全
的意识和责任感。澳门特区政府教育
及青年发展局推出涵盖大、中、小、幼
的《国家安全教育》补充教材，同时配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法》，分别推出以初一和高一学生为对
象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和“深合区研
学行”活动，系统性地推动总体国家安
全观进校园。 （下转第三版）

教育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唱响新时代澳门教育之歌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把高校党的建设摆在管党治
党、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就
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
建设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高校
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校党的建设取
得历史性成效、发生格局性变化，落实党的
全面领导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工作格局
基本形成。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面推进，新时代伟大成
就全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新人铸魂工
程深入实施，思政课建设全面加强，高校基
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增强。广
大师生以百舸争流的奋斗姿态投身教育强国
建设伟业。

举旗定向 筑牢根本
系统搭建党对高校全面

领导的“四梁八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
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必须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高
校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
各高校持续增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高质量
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等历次党内集中教育。全覆
盖推动全国高校开好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和使用统编教
材，全面部署学习宣传习近平同志《论教
育》。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两类
重大专项。武汉大学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说”系列丛书研究，
推出《马克思主义大辞典》等。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党的十八大以
来，修订印发《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出台《关于坚持和完善
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关
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等文件，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教育部组织
2800余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8万余名领导班子成
员和中层骨干、2000多名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14.7万
名思政课教师、26.4万名辅导员、8.8万名学生党支部书
记开展全覆盖集中培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华北
电力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持续完善“第一议题”制
度，确保党的意志和中央精神体现在各级决策会议之中。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涵养良好政治生
态。落实中管高校巡视整改督促责任，“一
校一策”推动整改工作持续巩固深化。以
直属高校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为监
督重点，着力发现和纠正在加强政治建
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方面的政治
偏差。

立德树人 凝心铸魂
守正创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必须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加快形成强大
思政引领力，确保党的事业和强国建设后
继有人。

部署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2023
年，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实施时代
新人铸魂工程，着眼构建立德树人新格
局，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转化为系统落实机制。各高校围绕
教育强国建设核心课题，一体强化理论武
装、课程教材、文化涵育、实践育人、网
络育人、队伍支撑、资源保障、力量集
成，整体构建“大思政”格局和育人生
态。浙江大学用数字赋能人才培养，从

“入学一件事”到“毕业一件事”，构建起
全链路育人支撑体系。北京科技大学、中南
大学、东北大学联合70余所高校、行业企业、
科研院所成立“钢筋铁骨”育人共同体。

全面推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部组织高校师生开
展“青春告白祖国”“‘青春献礼二十大，
强国有我新征程’主题宣传教育”等活
动，推动新时代伟大成就融入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福建以追寻领袖足迹为主题打造
六大专题、350条线路，形成“行见八闽”
实践品牌。电子科技大学打造综合性电子
科技博物馆，连续8年组织全体师生领略老
电子元器件背后的红色基因。合肥工业大
学每年组织万余名师生共赴合肥科学城等
科技创新策源地、金寨大湾村等乡村振兴
示范地开展实践活动。南京医科大学开展

“千村万户健康行”专项行动，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进社区、进村镇。

夯实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围绕弘扬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教育家精神和“大先生”“‘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
人”“四个相统一”等要求，教育部研制出台《普通高校教
师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标准（试行）》，大力弘扬践
行教育家精神，推动教师队伍建设要求落地落细。中国传
媒大学研制学校教师评价体系，实施“一人一策”教师赋
能发展计划。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燕山大学等高校将教师思政工作和师
德师风建设纳入党建考核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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