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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遥共享课堂

补齐脱贫地区基
础教育短板

“同学们，今天我们和北京的同学

们一起学习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在

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中学的一节数

学 课 上 ，学 生 们 聚 精 会 神 地 听 着 屏 幕

上 的 老 师 讲 课 。 屏 幕 的 另 一 端 ，是 几

千公里之外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

课堂。

每 个 班 有 两 名 老 师 ，通 过 互 联 网

以 直 播 与 录 播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在 两 个

课堂开展教学……“双师教学”项目的

实 施 ，推 动 了 东 西 部 地 区 共 享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促 进 了 西 部 地 区 教 学 水 平 的

提 升 。 目 前 ，该 项 目 已 覆 盖 全 国 5900

余所学校。

教 育 是 阻 断 贫 困 代 际 传 递 的 治

本 之 策 。 随 着 我 国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顺

利完成 ，20 万名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实

现“ 动 态 清 零 ”，514 万 建 档 立 卡 学 龄

人 口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贫 困 地 区 教 育 水

平 显 著 提 高 。 然 而 ，当 前 我 国 区 域 、

城 乡 之 间 教 育 发 展 还 存 在 明 显 差 距 ，

基 本 公 共 教 育 服 务 均 等 化 水 平 有 待

提升。

为此，《方案》将 14 个原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的片区县和片区外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作为基础教育补短板

工 作 的 重 点 ，集 中 支 持 欠 发 达 地 区 特

别是“三区三州”等原深度贫困地区巩

固 教 育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提 高 学 前 教 育

入 学 率 和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加 快 缩 小

与 其 他 地 区 教 育 差 距 ，阻 断 贫 困 代 际

传递。

在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沙

瓦村指挥田集中安置点，八一幼儿园的

20 名小朋友席地而坐围成一圈，由老师

带领着在操场做游戏。

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基础。以

前 ，当 地 村 民 大 多 散 居 在 高 山 之 上 。

山 路 陡 峭 ，孩 子 往 往 到 了 六 七 岁 才 能

离 家 下 山 求 学 。 借 着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的机会，怒江州 67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26 所，

并 将 搬 迁 后 闲 置 在 山 上 的 小 学 教 室

改 建 为 幼 儿 园 ，实 现 了 学 前 教 育“ 一

村一幼”。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认

为，在乡村教育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现代信息技术是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教

育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手段。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不 少 乡 村 学

校 响 应“ 停 课 不 停 学 ”要 求 ，开 始“ 试

水”网课。不少专家认为，特殊时期下

的 网 课 ，成 为 农 村 教 育 信 息 化 加 快 发

展 的 契 机 。 据 介 绍 ，当 前 我 国 所 有 乡

村 地 区 和 贫 困 地 区 的 乡 村 学 校 ，互 联

网接入率达到 100%，成为巩固拓展教

育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有 效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的重要保障。

致力培养大国工匠

打破职业教育的
“天花板”

“流线型车身可以有效降低风阻，

针织坐垫适合一年四季……”5 月 28 日

上午，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技能大赛上，汽车运用技术专业学

生代李彬正在参加汽车营销比赛。中

餐热炒、西餐摆盘、导游服务、美容化

妆 、汽 车 维 修 …… 职 业 教 育 活 动 周 期

间，该校组织开展 37 项比赛，共有 797

名学生参加。

5 月 22 日至 28 日，是我国一年一度

的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的主题为“技

能：让生活更美好”。自 2015 年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至今，职业教育活动周已举

办 7 届，致力于营造建设技能型社会的

浓厚氛围。

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基础性工

程，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

争力的重要支撑。在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我国不仅

需要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需要一

流的技工技师和产业工人。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重点领域的技能型人才缺

口超过 1900 万，且这一缺口仍在不断扩

大，预计 2025 年将接近 3000 万。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举措频

频出台：“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制度试点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

家学分银行落地运行，“教师、教材、教

法”改革持续深化……2019 年以来，教

育部先后批准 27 所学校独立举办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从中职、高职专科，到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天花

板”被打破。

着眼“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今

年 4 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

性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

略。《方案》进一步明确，增强产业转型

升级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

科高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

如何提升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

求的契合度？《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成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风向

标”。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

长陈子季介绍，这次修订围绕高质量发

展的主题 ，对接新经济、新业态、新技

术、新职业，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深度融合。

例如，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版

目录设置了集成电路技术、新能源材料

应用技术、智能光电制造技术等专业；

对接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设置了婴幼

儿托育服务和管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与管理等专业；着眼绿色低碳发展，设

置了智能环保装备技术、资源综合利用

技术、生态环境修复技术等专业。

大学之道要在创新

充分释放高等教
育创新活力

教育部日前公布首批建设未来技

术学院的院校名单 ，12 所高校名列其

中。这标志着 2020年 5月启动的未来技

术学院建设工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未来技术学院建设瞄准未来 10—

15 年的前沿性、革命性、颠覆性技术，

旨 在 培 养 具 有 前 瞻 性 、能 够 引 领 未 来

发展的技术创新领军人才，推动“中国

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为建

设 高 等 教 育 强 国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奠

定基础。

教育部表示，未来 4 年内拟在全国

布局建设 20 至 30 个未来技术学院，锚

定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

海洋技术、生命健康等关键领域，服务

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海洋强国、数字中

国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高等学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

创新源头，创新人才培养和汇聚的主阵

地都在高等学校。”教育部副部长宋德

民说。

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海上大型绞

吸疏浚装备的完整技术体系，技术水平

跃居世界前列；华南理工大学实现高性

能芳纶纸基复合材料产业化，已成功应

用于国产大型运输机首飞；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牵头组建国家航空发动机及燃

气轮机基础科学中心，协同创新加速航

空发动机研制和关键技术突破……据

统计，高校承担了全国 60%以上的基础

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获得了 60%以上

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是国家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案》同时指出，当前我国高校办

学特色仍不够鲜明，同质化发展倾向突

出，创新活力尚未充分释放。为此，《方

案》明确“十四五”期间将加强急需领域

学 科 专 业 建 设 ，显 著 提 升 人 才 培 养 能

力，加快破解“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优化调整，有效

提升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引领能力。

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职能。着眼

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等重点战略，“十

四五”规划纲要指明了振兴中西部高等

教育的重点方向，将着力提升 100 所中

西部本科高校办学条件。

教 育 部 高 等 教 育 司 司 长 吴 岩 表

示 ，未来将在西北、西南、中部三大区

域分别布局建设高等教育的创新综合

平台 ，共建共享优质教育、科研、人才

资源；以西安、兰州为战略支点发挥高

水平大学的龙头作用，以重庆、成都为

战略支点发挥高水平大学和高等教育

集群效应。

教育强国 逐梦前行
——展望“十四五”时期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本报记者 佟欣雨

再过几天，又一批青年学子将走进高考考场，迎接
人生的一场大考。经历了 2020年 7月的高考，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背景下，今年的高
考时间重回正轨。

高考承担着选拔人才的重要任务，也是教育部门
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
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

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今年 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围绕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和高等教育 3个方面，对我国“十四五”时期建设教育
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

亲历者说

5 月 29 日至

30 日，华东师范

大学举办以“教

育创造未来 智

能伴随成长”为

主题的校园公众

开放日活动，通

过多样化、智能

化的体验项目，

让少年儿童感受

科学的奇妙。图

为一名儿童在学

习爱迪生发明电

灯的原理。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颖摄

又是一年高考时。看到那些

埋 头 苦 读 的 高 中 生 ，我 总 能 想 起

自 己 冲 刺 高 考 的 那 段 时 间 ，想 起

爷爷和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求学

经历。

我的爷爷冯德义出生在河北

省涉县的一个小村庄。20 世纪 30

年代，家乡没有学校，爷爷只在私

塾读了几年书。后来，日本侵略者

入侵华北，局势动荡，私塾也办不

下去了。

爷爷 10岁那年，八路军 129师

挺进太行山。本想报名参军的爷

爷因为年纪太小，转而加入了抗日

儿童团。后来，他如愿参军，跟随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到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在组织的关怀

下，才有机会进入军校系统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

正因如此，在我高考结束填报

志愿的时候，全家人对着招生计划

七嘴八舌地讨论，88岁的爷爷用拐

杖敲了敲地板，说：“报军校。把孩

子送到部队，准没错。”爷爷的话一

锤定音，我顺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

就读。

我的父亲冯建春是 1979 年的

高考考生。那年，17 岁的父亲考

入河北财贸学院，独自踏上了去外

地求学的绿皮火车。父亲常说，那

时刚恢复高考不久，备考时，别说

是中学课本和辅导书，就连一张带

字的纸都十分珍贵。爷爷翻箱倒

柜找出自己上军校时的教材，奶奶

走街串巷搜罗报纸，供父亲复习功

课。有一次，市里的亲戚带来几本

课外书，父亲视如珍宝，读了一遍

又一遍。

进入大学，父亲是全班年龄最

小 的 学 生 ，许 多 同 学 都 已 经 成

家 。 父 亲 说 ，自 己 的 同 学 中 还 有

一 对 叔 侄 ，这 样 的 情 况 在 当 时 并

不罕见。

等到我读高中的时候，从县城

来到邯郸市第一中学这所省重点

中学，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新

校区的“口”字形教学楼方正大气，

走廊上还刻着物理、化学等学科的

公 式 。 综 合 性 体 育 场 里 ，室 内 跑

道、羽毛球场、排球场、篮球场、足

球场一应俱全，可以开展各式各样

的体育运动。课本和辅导书也不

再是稀罕物，3 年下来，学校发的、

自己买的习题册和试卷快堆到天

花板。即便如此，父亲也将它们好

好地收起来，不让我卖掉。

听老师说，近几年学校的教学

设施进行了更新升级。黑板变成

了 白 板 与 投 影 二 合 一 的 多 媒 体

屏 ，搭 载 辅 助 工 具 的 电 子 笔 可 以

把 平 面 图 形 转 换 为 三 维 立 体 图

像 ，学 校 的 教 育 专 线 接 入 了 海 量

数 据 库 ，可 以 迅 速 搜 索 各 类 资

料。学校还创新推行六人小组的

面对面学习模式，增加了师生、同

学之间的互动。

去国防科技大学报到的那天

晚 上 ，我 收 到 一 条 父 亲 发 来 的 信

息 。 他 说 ：“ 今 天 送 你 来 大 学 报

到 ，我 的 感 触 很 深 。 时 代 越 来 越

好，未来属于你们。”这句话我将

始终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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