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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紧扣两大定位，加快建设新时代教育强市
——专访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刘宴兵

总体部署：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和考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主动服务融
入“两大定位”为导向，以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教育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全力打

造西部基础教育高地、全国职业教育重
镇、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推进样板、内陆地区教育开
放合作范例，扎实推动教育现代化，加
快建设新时代教育强市，为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提供有力支撑，在
教育强国建设中彰显更大作为。
主要举措：

1.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

展现新气象。
2.在推动教育服务科技、服务人才

一体发展上迈上新台阶。
3.在满足人民群众优质均衡教育需

求上展现新作为。
4.在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上取得

新突破。
5.在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

设上实现新提升。
6.在加强党建统领完善教

育安全治理体系上取得新
成效。

重庆建设教育强市总体部署与主要举措

锚定目标开新局

深
入
推
动
教
育
对
外
开
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
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
话语权。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既是中国教育的责任与使命，也是加快
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教育系统扎实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今
天，我们一起来看广东、广西、云南三地的创新举措。

本报记者 刘盾

如何把电网生产经营等
实际需求精准转化为一个
个具体问题，并通过“企
业 出 题 、 高 校 解 题 ” 模
式 ， 让 企 业 与 高 校 做 好

“同题共答”？
前不久，2024年第八届

粤港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大

会在广东佛山举行，电力能
源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 也揭牌成
立。中心由广东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中心和南方电网知识
产权运营中心联合打造，以
电力能源企业实际需求场
景，牵引高校“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入网。

（下转第三版）

广东：校企院所协同创新赋能“湾有引力”

本报讯 （记者 周仕
敏） 1月2日上午，在广西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尚学楼，来
自越南的学生冯方清在实训
课上通过中文向同学们介绍
了液压与气动控制系统的组
成，同时演示讲解了液压控
制系统的基本操作过程。

从2024年 9月起，冯方
清和35名同学作为中—越联

合培养订单班学生，来到广西
机电职院开启一段新的学习
之旅。他们在这几个月的时
间里，接受“中文+智能制
造技术”的培养，成绩合格
后将进入中资企业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尔
公司”）越南分公司工作。几
个月的中国之行，也将改变他
们的一生。 （下转第三版）

广西：职教“授人以渔”铸就特色品牌

本报讯（记者 欧媚）“看
见真实的机车后我很兴奋，想
到自己以后也能在老中铁路
开火车就觉得很开心。”老挝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4级铁
道机车专业学生文景阳说。

元旦刚过，老挝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2024级新生们就
在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专
家组的带领下，走进中老铁

路现场进行专业认知学习，
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认识
接触网、信号灯、内燃机
车、澜沧号动车组等铁路专
业设备，对专业建立了清晰
准确的认知。

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是老挝第一所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昆明铁道职院帮助培养
师资团队。（下转第三版）

云南：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教育辐射中心

①重
庆 沙 坪 坝
区凤鸣山小学
学生正在进行篮
球训练。

②在重庆商务职
业学院实训室，学生们
正在上实训课。

③重庆沙坪坝区回龙
坝镇小学校、三桥小学校开展

“爱路护路 珍爱生命”研学活
动。 均为孙凯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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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国良
通讯员 尤春艳 彭勇

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重庆于2024
年11月19日召开了全市教育大会。重庆
在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
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方面有什么举措？对
此，记者专访了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市教委主任刘宴兵。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重庆全市教育
大会对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
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推进教育强市建设作
出了哪些安排部署？

答：重庆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市委袁家军书记和教育部怀进鹏部长在
全市教育大会上的部署安排，迭代构建教
育现代化建设“158N”体系架构，“1”
即锚定教育强市建设目标，“5”即“西

部基础教育高地”“全国职业教育重镇”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推进样板”“内陆地区教育开放合
作范例”5个发展定位，“8”即“推进立
德树人固本铸魂”“基础教育公平优质”“高
等教育突破跃升”“职业教育提质领跑”等
8项行动，“N”即“实施‘红岩思政’育人品
牌建设”“‘新卓越’普通高中建设”等N项
标志性工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
庆篇章和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问：教育强国应具有“六个特质”，
其中，排在首位的是应具有强大的思政引
领力。重庆教育将如何提升思政引领力？

答：提升思政引领力，关键是要回
答好重视不重视、做得好不好、效果好
不好的问题。重庆是红岩精神的发源
地，红岩精神根植于重庆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江姐、小萝卜头
等革命先烈们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全国
科技工作会议13日在京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科技委员会
主任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丁薛祥指出，党的二十大明确
提出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对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作
出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和
行动，扎实推进科技强国建设，一步
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丁薛祥表示，要准确把握我国
科技工作的总体格局，坚持全国

“一盘棋”，加强战略规划、政策措
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
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的统筹。强化

科技重大项目分工负责管理，抓好
任务布局、监督评估和动态调整，
项目管理向主责单位充分授权，确
保接得住、管得好。强化以新型举
国体制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
化科技攻关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
产学研用协同、上下游协作。强化
规划引领，增强工作推进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

丁薛祥强调，要全力推进已立
项重大科技任务的组织实施，凝练
一批新项目，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
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强化与重大
科技任务、科技基础设施统筹部
署，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
需求导向，健全多层次科技金融服

务体系，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的通道。统筹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科技
评价机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坚决破除束缚科技创新的思想观念
和体制机制障碍。加强央地协同，
引导地方科技工作更好服从和服务
于国家需要，高水平建好国际和区
域科技创新中心。深化科技开放合
作，构建互利共赢的科技合作伙伴
关系，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
科技管理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提
升专业水平，改进工作作风，把干
事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创造
性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单位
分管科技工作的负责同志，有关科
技界代表参加会议。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陈曼 周雪娇

黄浦江畔，创潮迭起。
不久前，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

大赛（2024）总决赛中，兰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2021级本科生马正兰
作为负责人，在教授龙雨的指导下，
带领“‘氮’刀直入，安‘甲’落户——新
型改性Zr （OH） 4催化剂的研发应
用”项目团队荣获高教主赛道本科生
创意组金奖。

“我们会继续投身科技创新，对

接用户需求，助力我国化工行业绿色
发展，为共建绿色中国保驾护航。”
团队成员陈明富表示。

学以致用：革故鼎新，安
“甲”落户

N—甲基化作为一种普遍的甲基
化修饰手段，广泛应用于药物合成、
材料科学等领域。在选择甲基化试剂
时，无毒且环保的甲醇因其独特的优
势而备受业界青睐。

“甲醇分子结构稳定，化学反
应难以自发进行，因此需加入多相

催化剂催化反应发生。”马正兰
说。

目前，行业生产使用较多的催化
剂大多存在负载材料价格高、催化反
应效果差、适配底物种类少等问题。
针对这些困扰企业很久的问题，马正
兰团队萌发出一个念头：“或许可以
尝试运用化学原理和知识，设计出一
种既经济又高效的催化剂，解决行业

‘痛点’。”
基于曼尼希反应原理，马正兰团

队创造性地提出使用改性Zr（OH）4

作为多相催化剂用于N—甲基化反
应，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处理手
段等策略弥补传统催化剂的不足。

（下转第三版）

“氮”刀直入 安“甲”落户
——兰州大学新型改性Zr（OH）4催化剂研发团队的故事

敢闯会创 强国有我

幸福中国年幸福中国年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张欣

在哈一口气就能凝结出雾的寒冬，大
街小巷时常飘出糖炒板栗的焦香，令人垂
涎欲滴。

今年，青龙板栗又“上新”了：油
泼辣子栗泥冰激凌、龙栗茶新茶饮……
层出不穷的新产品让人感叹：“小小板
栗，竟有这么多花样吃法！”

如今，青龙板栗已成为河北省青龙满
族自治县最具优势、产业链条最完整的特
色农产品深加工典型。小小板栗如何走出
大山，实现华丽“转身”？这一切，还要从教
育部帮扶说起。

如何让农产品走出大山
“快来尝尝我们的板栗，好吃得很！”

刚到青龙，教育部驻祖山镇花厂峪村党支
部副书记谢文就迎上前来，热情地邀请记
者品尝。

“咬一口，甜香在嘴里散开，就像在
舌尖上跳舞。”记者不禁赞叹。

青龙被誉为“京东板栗之乡”，其独
特的地理环境塑造出个大皮薄、肉质饱满
的板栗“尖子生”。然而，“酒香也怕巷子
深”。如何让农产品走出大山？这引发了
教育部挂职干部的深入思考。

“每年八九月是板栗采摘的时节，刚
摘下来的板栗有一些水分，没有那么甜。
在冷库放置三四个月后，到了冬天板栗才
会返甜。但存储不当，板栗就可能发霉。
因此，有些好板栗还没走出大山就坏掉
了。”教育部驻青龙镇五道沟村第一书记
郗延强介绍。

怎么办？找专家！
教育部帮扶干部团队迅速联系了中国

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韩一
军，对现有的两座冷库进行了信息化改
造。“现在，我们用手机就可以24小时监
控冷库内温度、湿度和空气成分，通过对
日常物品出入库进行信息化管理，提高了
管理效率，农产品贮存和运输更加科学
了。”郗延强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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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越来越近，年味越来越浓。新的征程，号角嘹亮；新的出发，步履铿锵。教育
的根脉深植于广袤的基层土壤之中，那里孕育着希望。在这岁序更替、春风送暖的
2025年新春即将来临之际，本报今起开设“新春走基层”专栏，派出多路骨干记者深入
校园、厂矿、田间等一线，倾听师生的心声，记录成长的足迹，见证教育的力量，用镜头
捕捉那些平凡而又不凡的瞬间，用笔触写下那些温暖而又坚韧的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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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栏 的 话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厅局长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