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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组会上，我围绕“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
产业协同发展”，从实施校企协同思政育人、创
新产教融合机制、实施技术服务能力提升计划
三个方面作了汇报，提出了一些建议。作为职
业教育代表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效。近距离面对面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我非常激动，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

在工作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职业教育发
展要关注几个方面：一是要培养学生的职业素
养与职业精神，鼓励学生到企业生产一线，下
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二是要推动
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
运行，打造“服务好、支撑好”的专业群，助推区
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要实施技术服务能力
提升计划。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将讲话精神转化
成“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实际行动，继续
围绕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多
到企业一线了解社情民意，多出高水平建言成
果。下一步，学校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双高”建设、职
业本科和新校区建设三大任务，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贡献。 （本报记者 欧媚 采访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张运凯：

做校企协同产教融合的服务者

联组会上，我以“打造多元立体的儿童青
少年阅读生态”为主题，从打造引领价值、开
卷有益、场景多元、日用不觉的阅读生态四个
方面作了发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聚焦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德育贯穿于
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全过程。无论

是立足“国之大者”推动阅读行动，还是建设
“书香校园”、推进“纸数融合”、聚焦“家校
社协同”，都是铸魂育人的行动。我要努力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作为自己阅读的思
想指引，努力使自己从一个个体的阅读者，
成为与青少年朋友分享阅读体验与心得的领
读者。

下一阶段，我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回到学校后，及时把在现场聆听
到的重要讲话精神，原原本本做好传达，并与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融会贯通起来，结合自己的本职岗位和工作实
际做好贯彻落实，努力做出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了一系
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这些宝贵的思想财
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对福建发展弥足珍
贵。作为来自福建的全国政协委员，我将牢记
总书记嘱托，躬耕教育战线，持续为教育强国
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龙超凡 高毅哲 采访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郑家建：

做以阅读行动铸魂育人的力行者

全国两会前，围绕着社区公共卫生、全科医
生缺乏等，我针对新医科建设开展了深入调研，

依据调研发现，形成了联组会上以高校新
医科建设为切口，有效推进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发

言。现场发言后，习近平
总书记亲切地与委员们

互动，我们倍
感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
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
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
生动局面。”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我十分激动，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强
才能拉动科技强、人才强和产业强。从这个角
度来说，我希望高等教育在学科和专业设置优化
方面有更多作为，加快成果转化，培养更多高素
质综合型人才。作为高校的新医科建设参与者，
下一步，我们要深入调研，充分了解社会需求，围
绕智能医学工程等新兴学科建设、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培养新医科人才。

回去以后，我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思考、积极实践，一方
面做好参政议政工作，另一方面做好教学科
研、人才培养的布局，着眼于科教兴国，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

（中国教育电视
台记者 刘鸣曦 采访
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崔亚丽：

做深化高校新医科建设的参与者

联组会上，我围绕“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
化，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这一主题发言，
从把握变量、做强增量、优化存量和提升质量
等方面，谈到在学龄人口变化的背景下如何优
化基础教育的资源配置。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我更
加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作

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将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关怀
与嘱托，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做好工作的
强大动力，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德育贯穿于智育、体
育、美育、劳动教育全过程，以身心健康为突破点
强化“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眼现代化需求，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统筹基础教育、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统筹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建
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感到豁然开朗。下一步，
我们将在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
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方面，着力破解学位供需
失衡、师资结构矛盾、资源配置不优等问题，
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和便
捷性，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为一名民盟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我将
持续聚焦教育领域，积极建言献策，为建设教
育强国贡献民盟力量。

（本报记者 胥茜 陈朝和 采访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蔡光洁：

做推动“五育”并举的践行者

联组会上，我围绕“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主题作了发言，重点就促进人工智能
助力教育变革，打造教育智联优势提出了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
化战略”，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十
分激动，倍感振奋、倍增动力，并深感重任在肩。

过去一年，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深入实

施，为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教育发展新
优势、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
撑。近年来，北京邮电大学围绕智能技术与教
育深度融合率先进行尝试，把数智赋能更深层次
覆盖到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和全场景，在促
进教与学模式变革、学与用手段创新和内与外资
源整合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为深化学科交叉
和人机协同能力培养，推动人才培养重心从

“学知识”向“强能力”转变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人工智能为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和挑战。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和高等教
育管理工作者，我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本职工作与政协工
作互为促进、形成合力，与大家一同围绕智能
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再研究再探索再落
实，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关切转化
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活力动力能力，为加快教育
强国建设、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北京邮电大
学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于珍 采访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徐坤：

做智能技术助力教育变革的推动者

联组会上，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如何
依托学校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聚焦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把德育贯穿于智育、体育、美
育、劳动教育全过程”，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我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高度
重视，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更加坚定了
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信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学校通过国家课程体系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学习和借鉴优秀外
来文化，树立文化自信。我们通过选修课教
学，让学生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还通过
实践类课程带学生走出校园，感受传统文化的
鲜活和特殊价值。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从以下
四点发力：一是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发
育特点和认知能力，编纂适合不同年龄学生的
传统文化读本；二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项目，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三是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形成家校教育合力；
四是学校要“打开围墙办学”，利用好社会资
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
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通过课程建设，
充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学生未来的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为建设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体
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于珍 采访整理 部分内容综
合自新华社）

全国政协委员马景林：

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

3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
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
会时发表重要讲话，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
才强国指明前进方向，凝聚奋进力量。

联组会上，张运凯、蔡光洁、郑家建、徐坤、崔

亚丽、马景林等6位委员，围绕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
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打造儿童青
少年阅读生态、推进国家教育智联网建设、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依托学校课程弘扬传统文化等作
了发言。

会后，联组会上发言的6位委员在接受采访时一致
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立足自身岗位，开拓创
新，不懈奋斗，积极投身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
革和发展实践，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出新的
贡献。

郑家建
全国政协委
员、福建师范
大学校长

崔亚丽
全国政协委
员、西北大学
生命科学与
医学部教授

马景林
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四中
校长

徐坤
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邮电
大学校长

蔡光洁
全国政协委
员、四川省教
育厅副厅长、
民盟四川省
委会副主委

张运凯
全国政协委员、河
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副院长

第 21 届中国 （天津） 国际装
备制造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 开幕，新一代工业机器
人、精密减速器、传感器等超
4000 款产品参展，吸引了众多企
业客户和观众前来感受工业科技发
展魅力。图为观众在天津工博会上
参观一款工业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