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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GUO JIAOYU BAO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十四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8日上午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
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强、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出席会议。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赵乐际
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赵乐际在报告中指出，2024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光辉历程、显著
优势、宝贵经验和实践要求，为坚持
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提供了根本遵循。

赵乐际在报告中指出，一年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各
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一是加
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和

尊严。完善和落实宪法相关法律制
度，修改监督法、监察法，两次审议
代表法修正草案并决定提请本次大会
审议。推进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
作，加强宪法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
行使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任免权。二
是认真履行立法职责，不断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年来，共
审议法律案39件，通过其中24件，
包括制定法律6件、修改法律14件、
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4件。三是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发挥
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
要作用。共听取审议“一府一委两
院”21个报告，检查5件法律实施情
况，组织开展2次专题询问、9项专题
调研，作出2项决议。四是加强和改
进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
职。提升代表议案建议工作质量，密
切常委会同代表的联系，密切代表同
人民群众的联系，提升代表服务保障
工作水平。五是积极有效开展人大对
外交往，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六
是全面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提高依
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在报告中，赵乐际指出，我们清
醒地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差距
和不足。将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虚心
听取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议，不断加
强和改进工作。

在报告中，赵乐际指出，2025年
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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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真
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立法权、监督
权、决定权、任免权，稳中求进推动
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作出新贡献。

赵乐际在报告中对今后一年的任
务进行部署：履行宪法实施和监督的
职责；高质量推进立法工作；围绕大
局做好监督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
作用；加强人大对外交往；扎实推进

“四个机关”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4年，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忠实履行宪法法
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
展。最高人民法院收案34898件，结
案 32539 件，同比分别增长 65.5%、
82.2%。全国各级法院收案4601.8万
件，结案4541.9万件。

在报告中，张军从五个方面回顾
了2024年工作：一是以严格公正司法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以严

格公正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三是以
严格公正司法保障民生福祉；四是以
抓改革促管理强队伍保障严格公正司
法；五是自觉接受监督。

张军在报告中表示，2025年，人
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政
治原则，不断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
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
基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稳中求进，
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履职尽责；守
正创新，健全公正司法体制机制；严
管厚爱，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
法院铁军。坚定信心、干字当头，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24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大局
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各
项检察工作取得新成效。全国检察机
关共办理各类案件409.96万件，其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8980件。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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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会 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欧媚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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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实现
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
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
性支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强调，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
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优化高
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
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基础学
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
人才培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年）》（以下简称 《纲

要》）提出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
体系，明确“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

代表委员们表示，教育战线要全
力投身国家重大战略，全面提升人才
自主培养能力，为高质量发展、强国
征途贡献澎湃教育力量。

发挥高水平大学龙头作用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能否发挥
好龙头作用至关重要。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谭铁牛认为，
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

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
需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建立科
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
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

“加大科研平台、科研项目的支持
力度，推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在变革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上下功
夫。”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要在政策、
资金、资源集聚上予以创新。

新春伊始，凭借科技公司“六小
龙”的火爆出圈，关于杭州科技创新
涌动秘诀的讨论延续至今。

为什么是杭州？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

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看来，
其秘诀在于“当地已经形成一套支持
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完善体制机
制”。

“机制化、长效化的支持，为高校
这个科技创新的‘发动机’注入源源
不断的动力，也让一大批企业更有信
心与高校开展紧密合作，形成政校企
多方共赢的创新生态。”丁奎岭说。

他建议，一方面要发挥好国家体
制机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
方面要建立坚实闭环的体制机制保
障，形成政府“愿投敢投”、高校“能
干实干”的正循环，让科技创新的飞
轮快速转动起来。

优化学科专业提升贡献能力

学科专业，是知识创新传承的主
要场域，是高教体系的核心支柱，是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

（下转第三版）

以教育之强支撑科技之强
——代表委员热议如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
三次会议的教育界委员积
极参政议政，围绕如何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广泛交流
意见建议，凝聚共识、凝
聚智慧、凝聚力量。

①教育界别小组会
议，全国政协委员姜耀东
（左） 将他的发言记录校
对后，交还给工作人员。

②教育界别小组会
议，全国政协委员刘林
（右）和刘智鹏交流。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①① ②②
凝众智 聚众力

本报记者 张欣 高毅哲

习近平总书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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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
互动，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
制，推动各类型各层次人才竞相涌现？本报记者
采访了3位代表委员。

全国人大代表丁奎岭：
构建“从拔尖学生到拔尖人
才”的创新供给线

“要打通拔尖人才培养的‘任督二脉’，构建
‘从样品到商品’‘从拔尖学生到拔尖人才’的高
效、高质创新供给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
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认为，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有“两个要变”。

第一是培养模式要变，要把传统的培养模式
转变为“动态化”“争先式”的培养模式。丁奎
岭认为，要以创新链重塑教育链，打造“动态
化”的培养计划，让学生在“争先式”的创新实
践中迅速成才。“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课程的微
课化、模块化，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创新需求动态
化制定学习路径。同时，开设更多创新实践课
程，举办更多创新创业竞赛，用创新成果取代标
准答案，用创新贡献衡量学习成绩。”

第二是人工智能推动教学改革的模式要变，
要将“AI单驱动”的模式转变为“AI（人工智
能）+HI（人类智慧）”双驱动的模式。在丁奎
岭看来，人工智能既是工具的革命，也是革命的
工具，“但是这场革命不可或缺的核心是人”。他
建议，要强化教师的作用，持续提升教师人工智
能素养，将教师从授课者转变为引路人，形成知
识与人格并进、效率与温度并存、智能与智慧并
重的育人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方守恩：
创新产学研协同模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实践机会很重要！应推动校企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建议，创新产学研协同育人
模式，支持产教融合创新实验室牵头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产学
研合作，促进企业先进制造设备和企业核心技术资源融入人才培养环节。

方守恩建议，要完善分层分类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门可以委托相关高
校和领军企业成立人工智能教学指导委员会，面向基础研究层、技术层、应
用层等不同人才需求指导完善培养方案，同时建立定期更新教学内容机制。

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特点，方守恩认为，可以开展硕博士学位论文环节的
评价改革，鼓励以企业产品、应用场景、原创算法等成果作为学位论文的替
代选项。

要培养人才先要有优秀的师资。方守恩提出，可以构建“双师型”师资
培养机制，弥补高校师资在实践经验上的短板。以政策指导高校建立青年教
师上岗前到人工智能头部企业进行为期6—12个月的带薪实训机制，鼓励教
师参与企业真实项目，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和知识的共享传播。

全国人大代表陈卫：
构建校政企协作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卫建议，加快多种形式
的高校、政府、企业等协同联动培养卓越工程师，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和服务地
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工程研究生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发展。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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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8 日讯 （记者
梁丹）今天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
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军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作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2024
年工作回顾中指出，保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审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
万件4.1万人。助力家庭保护、学
校保护不断落实。发出家庭教育指
导令3.7万份，依法撤销598名“生
而不养”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孩子
虽在校，家长也有责”，校园侵权案
中学校担责案件占比较2023年下降
5.3个百分点。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
园，全国法院近4万名法治副校长
切实担起守护责任。依法适用从业

禁止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

2024年工作回顾中指出，为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对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起诉性
侵、伤害未成年人等犯罪 7.4 万
人。起诉未成年人犯罪 5.7 万人，
核准追诉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等
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34人。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协
同加强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
联合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发布家
庭教育指导典型案例，制发督促监
护令3.2万份；4.4万名检察官担任
法治副校长；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单位落实入职查询，不予录用
1361人，对不履行侵害未成年人
强制报告义务的督促追责338人，
以检察履职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形成
合力。

“两高”工作报告提出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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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为“少年的你”筑起法治防线
今日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