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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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强化教育对科技和

人才的支撑作用作出重要指示和

部署。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之基。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我

国 已 经 建 成 世 界 上 规 模 最 大 且

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

平 实 现 历 史 性 跨 越 。 人 民 群 众

对“上好学”、接受更加多样化、

个性化的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

和期盼。

如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办 好 人 民 满 意 的 教 育 ？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联组会上强调一个关键

词——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改哪些？如何改？《时政微观

察》为你解读。

在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

教育评价体系生动地比喻为“指挥

棒”：“要确立科学的教育评价体

系，有效发挥指挥棒作用。”

教育是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

发 展 培 养 德 才 兼 备 的 高 素 质 人

才 。 只 有 注 重 学 生 德 智 体 美 劳

全面发展，形成更加科学的教育

评价导向，才能更好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培养更多符合社会

主 义 现 代 化 事 业 需 要 的 高 素 质

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

“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

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分数

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

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

的人格，那是不合格的。”2021年全

国两会上，总书记强调要打破狭隘

的唯分数、唯升学导向，注重学生人

格的培养。

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

总 书 记 提 出 教 育 评 价 要 破“ 五

唯”：“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

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

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

问题。”

2020 年 10 月，《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发布；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深化

教育评价改革”作出部署……一

系列教育评价改革逐步深化，各

地、各校的探索也正落实落地、协

同推进。

去年 3 月，《上海市义务教育

质 量 绿 色 指 标 评 价 实 施 方 案

（2024 年修订版）》发布，包括“品

德发展”“学业水平”“身心健康”

“审美素养”“劳动素养”等考查

要点。今年春季新开学，北京、

安徽、甘肃等多地学校推出课间

15 分钟计划，将身心健康教育融

入学校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

人体系。

孩 子 们 动 起 来 、玩 起 来 、笑

起 来 ，眼 里 有 光 、脚 下 有 路 、心

有 远 方 ，为 未 来 发 展 打 下 良 好

的基础。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第二项

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学校管

理，强调“要完善学校管理体系，

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提升依

法治教和管理水平”。

没有多样化的学校、多元化的

教育，就难以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

需求的多样化人才。深化办学体

制和教育管理改革，充分激发教育

事业发展生机活力。

2020 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

学活力的若干意见》，要求保障学

校教育教学自主权、扩大人事工作

自主权和落实经费使用自主权，政

府要根据学校实际能力水平实现

差异化放权。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 年）》，从完善学校管理体系，

健全学校章程实施保障机制，落实

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督政、督

学、评估监测教育督导体系；构建

校园智能化安防体系等方面提出

明确要求。

在重庆，沙坪坝区创新推行

“ 总 校 长 负 责 制 ”，通 过 选 派 优

秀 干 部 跨 校 任 职 、贯 通 办 学 理

念、共享教学模式等深度融合机

制，形成“品牌孵化优质校”的发

展 合 力 ；安 徽 大 学 将 建 立 健 全

以 大 学 章 程 为 统 领 的 制 度 体

系，坚持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

事 ，构 建 科 学 有 效 的 组 织 管 理

体系，赋能基层，激发学院办学

的动力与活力……

如今，“千校一面、千人一面”

的局面正一一破除，学校办学自主

权进一步落实。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

众 对 教 育 提 出 新 的 需 求 。 优 化

教 育 资 源 配 置 是 一 条 明 晰 的 解

题路径。

在联组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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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总书记汇报了对积极

适应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基础教

育资源配置的认识与思考。”参加

联组会的蔡光洁委员表示，近年

来，四川进一步聚焦学龄人口的

变化趋势，推动学校之间的扩校

并弱，优化资源配置，盘活闲置资

源，数字化智能化推动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

四 川 的 做 法 是 一 个 生 动 缩

影。今年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

多地对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作出部

署：山东，2025 年促进学前教育优

质普惠，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达到 63%；江西将深化职业教育技

工教育改革，新增专业布点数 60%

以上服务于省域重点产业紧缺岗

位，打造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行

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放眼全国，近 60%的高中生在

县域中学读书，县中教育是近些年

来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3 月 5 日

举行的两会首场“部长通道”上传

来了好消息——今年将推出“国家

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把县中作为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突破点，

优化布局、师资配备，吸引和培养

优秀教师到县中，更好地服务乡村

学生。

新征程上，我们瞄准“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这个目标，深化教育综合

改革，越来越多的“好苗子”正成

长为“参天大树”，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 伟 业 不 断 注 入 新 鲜 活 力 和 澎

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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