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月2日 星期四02 主编：张树伟 编辑：杨国营 设计：聂磊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19 邮箱：jybpinglun@vip.163.com 评论

核心观点：做有理想、负责任的行动
主义者，关键在行动。“实践高于认识的
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有思考、有想
法、有部署，也要有行动，知行合一。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做行动派，
不做观望者，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把工作往
细处谋、往实里做，这是对自己负责，也
是对工作负责，对教育事业负责。

（1月18日二版）

开跑！做有理想负责任的
行动主义者

让青年人才敢坐冷板凳
敢闯无人区

核心观点：在青年科技人才学术生涯
起步阶段开始长周期、高强度、稳定支
持，着力加大基本科研业务费对青年科技
人才职业早期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荐活跃
在科研一线、负责任、讲信誉的高水平青
年科技人才进入国家科技评审专家库。

不断完善支持政策体系，让青年人才
敢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产生重要的原
创性、颠覆性成果，实现青年科技人才在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

（3月12日二版）

核心观点：站在赢得大国竞逐的视角
来看，职业教育的战略价值更加凸显，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问题更为紧迫。

当前，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汽车、
生物医药、关键基础件等新兴产业，普遍
出现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紧缺的现象。为
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
实人才支撑，是职业教育面临的紧迫新使
命。

（3月22日二版）

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
职业教育的新使命

同频教育“新声音”共绘强国“同心圆”
本报评论员

刚刚过去的2024年，无疑是中国教育的“大
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国教育大会、全国科
技大会……过去这一年，随着一系列重大会议的召
开，教育强国建设的施工图、进度表愈发清晰，

“四梁八柱”愈发明确，前进的号角愈发嘹亮。过
去这一年，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征途上，我们总能在
关键时间节点聆听到有关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声音，
一个个重要指示批示，一次次关键讲话谈话，为中
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谋篇布局，聚势落子。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
过去这一年，教育、科技、人才，汇聚了巨大的声
量。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我国已建成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完善的教育体系、高
质量的教育发展水平，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基
石，为科技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根本动
力。之所以要“把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科学中心和创
新高地的建设结合起来”，是由高等教育在统筹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扮演的关键角
色决定的。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
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的主力军，是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枢纽和

关键点。奏响教育强国建设“新声音”，高等教育
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在教育强
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持续提升对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力、贡献力，切实回答好“强国建设、教育何
为”的时代命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要把重大任务的科
教结合作为“发动机”，融入学科交叉和基础研究
中，为原创性和颠覆性创新创造源头。所谓重大任
务的科教结合，就是要坚持“四个面向”，为国家
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强大动力。高校基础学科和交
叉学科应发挥支撑引领作用和前沿创新作用，聚焦
世界科技前沿和新研究领域，勇于探索、突出原
创，培育一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科研
项目，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源头活水”，为科技
成果转化提供平台与媒介。而鼓励在科技成果转化
上下第二个“笨功夫”，不是指到处找方法，而是
在实践、工程、产品中去找问题，并把它解决、实
现创新。这提示青年人才要敢坐冷板凳敢闯无人
区，开创科技成果创新大好局面。奏响教育强国建
设“新声音”，必须强调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生
产力提升的核心，科技进步能够推动教育高质量发
展，形成良性循环。

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创新需要高素质人才来
实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培
养和储备国家战略急需人才力量具有深远意义。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

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
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
类人才素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无比清晰准确
地指出了人才作为国家核心战略资源的关键地
位。而把培养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摆在突出位
置，必须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卓越工程师、
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人
才大厦的栋梁。人才的培养、素质和使用直接影
响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完善人才培
养、引进、使用、流动的工作机制，是推动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关键。

教育、科技、人才是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
关系。三者的一体化发展能够形成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倍增效应，更好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
代化。

在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上，要认真研判国内外
环境的新变化对教育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树立新
的现代教育观。看清楚教育在时代变革中的位置，
知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断增强我们建设教育
强国的紧迫感、使命感，更有力地推动各项决策部
署落地，回应时代赋予教育的使命。

要更好地回应时代赋予教育的使命，必须做有
理想负责任的行动主义者。有理想，就是要积极融
入教育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负责任，就是紧
紧围绕教育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和战略布局，贡献
应有力量。

核心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一系列战略部
署，以人民为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进一步完
善，教育面貌出现了格局性变化。积极应对
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挑战，大力实施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开辟教育发展新
赛道，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达到世界中上水
平。新格局、新赛道为塑造我国教育发展新
优势、建设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4月19日二版）

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
积蓄教育强国新动能

核心观点：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
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作为人才培养的
摇篮、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创新实践的推动
者，其支撑力、贡献力直接关系到高质量发
展的速度和质量。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大力提升高等教育
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对高
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不仅关系到教
育强国建设，更是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6月12日二版）

持续提升高等教育
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

核心观点：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奋斗是
青春的鲜亮底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代中国青年正
处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
用奋斗来书写青年奉献家国的故事。

当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
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
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时代使
命。唯有把握机遇，化挑战为机遇，中国青
年才能更好地乘势而上，走在时代前列。

（6月18日二版）

在青春赛道上
展现当代青年风采

核心观点：工程科技进步与创新是推
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培养造就大
批卓越工程师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
供了人才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
提供了战略支持，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深入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是时代
之需求、教育强国建设之要求，也是创新
驱动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

（10月22日二版）

驰而不息推进卓
越工程师培养改革

瞄准解决当前制约国家发展的
关键核心问题

核心观点：瞄准解决当前制约国家发
展的关键核心问题，高等教育要高度重视
基础研究，为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夯实基
座。

高等教育要提升对重大科学问题与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前瞻性，系统谋划、整
体推进理论性、应用性基础研究。要积极
发挥基础学科既有优势，补上短板空白，
进一步做大做强，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坚
决取得某些领域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

（10月30日二版）

2024年度十大

核心观点：除在基础研究过程中下
“笨功夫”外，还要下第二个“笨功夫”，
即在实践、工程、产品中去找到问题，解
决问题，实现创新。

将国家战略需求融入技术转移与成果
转化是高校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
具体实践，也是高等教育赋能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

（11月13日二版）

技术转化须下足
第二个“笨功夫”

研判内外部环境变化
对教育的新挑战新要求

核心观点：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
进，科技变革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世界政
治格局调整加剧、人口社会结构深刻变
化、教育强国建设进入新阶段……研判这
些变化对教育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树立
新的现代教育观，是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
设、把战略图景转化为支撑引领中国式现
代化的生动实践和具体成效的必要前提。

（11月28日二版）

1.汇聚建设教育强国的磅礴
力量，3月5日，一版

摘要：大道至简，实干为
要。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都以
只争朝夕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同
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为以教
育之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而奋
斗。一幅震撼人心的教育强国建
设画卷徐徐展开，令人心潮澎湃。

2.坚定走好教育数字化的中
国道路，3月29日，一版

摘要：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之所以成效显著，在于从国
家战略高度进行系统谋划，作出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
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3.强国路上，澎湃阅读力
量，4月23日，一版

摘要：青少年阅读正成为全
民阅读的助推器，也是塑造学习
型社会的有力抓手；阅读成为培
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方
式，成为高质量教育的应有之
义，成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

4. 全 面 推 进 “ 一 ○ 一 计
划” 筑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4月26日，一版

摘要：基础学科系列“101
计划”是教育部统筹组织实施的
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计划，旨在以
课程、教材、教师、实践项目等
基础要素“小切口”，牵引解决人
才培养“大问题”，带动实现高等
教育改革“强突破”，为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筑牢根基。

5.在火热的劳动中践行工匠
精神，4月30日，一版

摘要：新时代呼唤大国工
匠，迈向新征程更需要大力弘扬
和践行工匠精神。新时代为劳动
者提供了无比广阔的人生舞台，
工匠精神折射着各行各业一线劳
动者的精神风貌，是鼓舞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
的强大精神动力。

6.青春向党 挺膺担当，5
月4日，一版

摘要：从救国、建国到兴
国、强国，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
民族复兴长跑，而青年一直是主
角。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
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
族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7.以规范管理推进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5月15日，一版

摘要：建设教育强国，“基
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大
民生，关系着亿万家庭的幸福，
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
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基础
教育指向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
展，是服务于人的终身发展的重
要阶段，为培养时代新人夯实能
力基础、素质基础、人格基础。

8.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
业发展，6月29日，一版

摘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教育是基础，科技是
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科
技、人才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统
一体，三者既同根同源，又同轨
同向，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
进、相互助力。

9.以钉钉子精神深化教育综
合改革，8月21日，一版

摘要：新时代新征程，教育
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支
撑性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教育之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极端
重要性越发凸显。育拔尖创新人
才、产一流科创成果、办人民满意
教育……宏伟目标已经明确，奋进
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以钉钉子
精神抓好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各
项决策部署，奋力书写支撑引领中
国式现代化的教育新篇章。

10.为全球教育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9月7日，一版

摘要：在发展中人口大国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中国教育发展道路为世界文
化的多样性、教育的多样性作出
了突出贡献，其根本价值在于走
出了一条不同的教育发展道路，
为全球教育发展贡献了中国力
量，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了中国
方案。

11.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的根本遵循，9月9日，一版

摘要：新时代新征程，我们
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和准确把
握习近平同志《论教育》的科学
内涵与实践要求，坚定理想信
念、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历史担
当，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不断引向深
入，走好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新
征程，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出更多的教育贡献。

12.以评价改革牵引卓越工程
技术人才培养，10月31日，一
版

摘要：加快自主培养卓越工
程技术人才，要站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认识这项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加快自主培养
卓越工程技术人才，要把服务国
家战略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加
快自主培养卓越工程技术人才，
要把切实提高工程技术人才的实
践创新能力作为鲜明导向。

13.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夯
实法治保障，11月12日，一版

摘要：学前教育法以解决好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为出发点，以保障学前
儿童基本受教育权益为落脚点，
紧密围绕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难
题，就着力解决学前教育普惠性
资源不足、保教质量参差不齐、
教师队伍建设滞后、投入保障体
系不完善、监管制度不健全等问
题作出了全面规范。

14.创新与技能点亮未来人
生，11月22日，一版

摘要：在“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型升
级过程中，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
发展中，高技能人才扮演着关键
角色，而创新能力是未来高技能
人才必备的核心素养，也是影响
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变量。

15.推动高校党建工作不断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12月 21 日，
一版

摘要：推动高校党建工作不
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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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评价改革激发大学生创造力
2. 看见“网红城市”背后的青年力量
3. 有志者铸就希望之灯
4. 加快推动高校科技成果从“书架”到“货架”
5. 以抓铁有痕的态度为科研人员减负
6. 警惕“教育内卷”泛化
7. 学习不妨多一点松弛感
8. 以法律为准绳，全力保护学生权益
9. 保护孩子爱“闹”的生命力
10. 摒弃以“帽”取人打造引人用人“示范区”

2024 十大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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