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

的重要讲话在河北代表委员和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河北日报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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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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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联组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我

省代表委员和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

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勇挑重担、开拓

进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力量。

“听取委员们交流发言时，习近平

总书记与我们积极互动，和蔼的话语

让人倍感亲切。”谈起参加联组会时的

情景，全国政协委员、河北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副院长张运凯难掩激动之情。

张运凯委员说，他们将持续优化专业

设置，配强师资力量，突出办学特色，

深化产教融合，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力、贡献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必须坚持正确

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

们做好新时代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唐山学院党委书记关守义表示，

该校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入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构建

“五育并举”的育人体系，推进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力建设高水平

国际化应用型大学，为区域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

如何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

“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把德育工作做

得更到位、更有效？全国人大代表、大

厂回族自治县城区第二小学副校长张

艳秋说，学校将深入挖掘各类课程中的

思政元素，采用启发式、互动式、案例式

教学，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同时，

组织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服务等社

会实践活动，努力挖掘富有地方特色的

传统文化资源和红色教育资源，引领学

生健康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根本在

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我们将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

求，系统深化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

体制、保障机制等多方面改革，持续完

善学校管理体系以及督政、督学、评估

监测教育督导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

的第一标准，通过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

动计划，提高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发挥

评价体系指挥棒作用，激发人才创新创

造活力。”张家口市桥东区委副书记、区

长杜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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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沧州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于秀娥关注的重点。

下一步，他们将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

配置，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

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完善各级各类学

校和幼儿园布局规划；提升教育公共服

务质量，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发

展；做强做优职业教育，提升高等教育

水平，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要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

突破计划，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感受到沉甸甸的

责任。”邯郸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安

凤玲表示，该市将持续深化与北京等地

高校院所合作，推动设立高校联合创新

研究院，围绕全市主导产业、县域特色

产业发展需求，打造概念验证中心、创

业孵化平台和产业化基地等，吸引各类

人才到邯郸创新创业、实习实践、转化

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者提出

了殷切期望。我们要围绕雄安新区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不断探索学

校文化提质、教育教学增效、教师素养

提升、学生潜能开发的新途径。”雄安容

和金源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陈晓辉介

绍，他们将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加强学校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大力

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构建“AI+教育”智

慧校园新模式，创造多样化AI学习新场

景，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

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我们干劲和信心更足了。”邢台

市政协主席邱文双表示，接下来，该市

政协系统和广大政协委员将聚焦高质

量教育体系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等重点任务，开展“小切口”调查研究，

有针对性地监督问效，建诤言真言、提

务实之策。同时，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

引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

慧、凝聚力量，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

高质量发展。

（记者 刘荣荣 刘冉 师源 陈华
王敬照 郭晓通 戴绍志 刘剑英 李畅
王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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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

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

员时强调，要坚持思政课建设和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把思政教育“小

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

来，把德育工作做得更到位、更有

效。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

德育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指明了方向。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作为一门凝心铸魂、播

撒“种子”的课程，思政课力戒空对空、

泛泛而谈地讲大道理。提高思政课的

实践性，将思政教育“小课堂”融入社

会“大课堂”，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加深

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认同，才能

更好地教育引导他们立鸿鹄志、做奋

斗者。

在一次红色寻访之旅中，重温革

命先辈用鲜血和忠诚书写的奋斗故

事，进而自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穿上汉服游春，在集体吟咏古诗词中

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走

进工厂车间，与劳模和工匠面对面，感

受“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的真谛……

我们要打通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学

习通道，充分调动社会各方资源，让思

政课与现实更加深入地结合起来。

思政课，做的是人的工作，最终要

润物无声地塑造人的世界观、价值

观。“两个课堂”有效融合的思政课，不

仅有深度，也有温度；不仅有理性的认

知，更有情感的共鸣。它将“高大上”

的理论讲得“接地气”，将“有意义”的

事情讲得“有意思”，让学生“抬起头”

“听进去”。

让我们更有效地融合思政课“两

个课堂”，激发学生在“大思政课”中厚

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砥砺担当

奋斗，自觉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

地的实际行动中来，在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中绽放青春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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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思政教育“小课堂”融入社会“大课堂”
蔡晓辉

（上接第一版）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达

788 亿元，加强创新平台建设，牵头建

设 44 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大力培育和

引进高水平人才……

“科技创新，江苏是有重要地位

的，跟你们的经济实力相匹配。北上

广、苏浙，包括现在一些中部地区，像

安徽、湖北等，都是这样。”总书记说。

科技创新，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

变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

径。经过这些年努力，科技创新氛围

浓厚，产业创新百舸争流，两者融合势

头良好，但某些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

仍然存在。”“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

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

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总的来讲，我们要走科技创新的

道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新质生

产力发展，使我们国家能够在现代经

济大潮中始终保持弄潮儿的角色。”

汇通江淮之气概，畅达黄海之辽

阔。江苏以占全国1%的面积、6%的人

口，创造了10%以上的经济总量。

在总书记心中，江苏分量很重，应

当“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圆满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经济

大省要挑大梁。江苏作为第二经济大

省，在挑大梁上要把握好以下着力

点。”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上打头阵；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

平开放上勇争先；在落实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上走在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上作示范。

一系列要求具体而明确，彰显期

望之高、使命之艰、责任之重，既立足

当前又着眼长远，既指引一域又谋划

全局。

“希望江苏落实好挑大梁的责任，

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会场里，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全场掌

声如潮。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中国式现代

化日月新天。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始终保持弄潮儿的角色

（上接第二版）

河北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所做的努

力，激发着企业发展活力。得益于此，君

乐宝取得了持续、稳健增长：2024年，全

国乳业唯一实现双位数逆势增长，低温

酸奶全国销量第一、高端鲜奶全国销量

第一，奶粉增速领先行业，领跑中国民营

乳企发展。

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

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展

望未来，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河北的营商

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成为吸引更多企

业投资兴业的热土。君乐宝期待在这片

充满希望和机遇的土地上，大显身手，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

旅游带动，努力将文旅流量加速转
化为经济增量

香港商报记者：今年春节，京津冀联

合开展了“瓣瓣同心京津冀 欢欢喜喜过

大年”活动，张家口崇礼各大雪场人气高

涨。请问，河北在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

游带、推动冰雪经济“热起来”方面有哪

些措施做法？

李克良代表：感谢记者朋友对河

北和张家口文旅事业、冰雪经济发展

的关心支持。今年春节期间，“瓣瓣同

心京津冀 欢欢喜喜过大年”活动火热

开展，张家口各大雪场人气爆棚，充分

展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成效，合

力奏响了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

最强音。这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的生

动实践，是省委省政府建设文旅融合、

全域全季旅游强省的成果体现，是京

张携手成功举办冬奥盛会带来的巨大

效应。

张家口是一座因武而建、因商而

兴、因冬奥而驰名的文化之城、生态之

城、历史名城。近年来，我们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

游带动，对标世界冰雪强国先进经验，

努力将文旅流量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

2024年全市旅游接待9401.82万人次，

增长5.63%，旅游总收入1103.7亿元，增

长 5.21%，交出了一份“出新、出彩、出

圈”的文旅答卷。

一是冬奥效应持续释放。年均举

办各类体文旅活动500余项次，高水平

雪上赛事承办数量连续3年全国第一，

实现了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比赛、天天

有活动，“雪如意”“冰玉环”等冬奥场馆

完成了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成功

蜕变，改造后的奥运村冲上顶流，入住

率达到八成，很多游客从“头回客”变成

“回头客”。

二是冰雪激情充分点燃。目前张

家口拥有滑雪场16家，规模全国第一，

雪道总长度可从崇礼一直铺展到北京，

6家雪场入围“中国滑雪场十强”，累计

参与冰雪运动人次突破700万，成为国

内最大的高端滑雪集聚区。本雪季雪

场游客数量增长25%，越来越多的游客

感受到“崇礼可观赛、可滑雪、可休闲，

是雪季度假的完美选择”。

三是文化旅游加速融合。深度发

掘整合厚重多元的历史文化、得天独厚

的自然风光、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滚

动实施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重点项目

260余项，集中打造了冰雪温泉、草原天

路、葡萄康养等8条精品旅游线路，为游

客提供了丰富的旅游体验，沿途可到涿

鹿黄帝城探寻中华文明的历史印记、到

坝上草原感受马背上的风驰电掣、到官

厅湖畔游览碧波荡漾的湖光山色，每一

处都是备受欢迎的网红打卡地。

四是区域协作走深走实。我们充

分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

着眼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联合北京共

同举办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冰雪文化

旅游季等体文旅活动246场次，北京至

崇礼高铁赛事专列和4条京张旅游专线

火热开行，2024年全市接待游客中京津

游客占到了18.5%，冬季崇礼雪场每三

位游客中就有一位来自北京。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全

国两会精神，持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把美的元素、好的体验，浸润到

自然人文的各个方面，融入到张垣大

地的每个角落，全力打造好冬奥场馆

赛后利用国际典范、国际冰雪运动与

休闲旅游胜地、体育文化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样板。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欢迎广大朋友多到河北走一走、多到张

家口看一看，游大好河山、品厚重人文、

享冰雪激情。

（记者 尹翠莉 吴韬 霍相博 冯阳
韩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