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高质量充分就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落细

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

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必须充分

认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意

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关键词：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师队伍的成长和发展

也备受代表、委员们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旅游
学校教师马丹：

建议加快完善“职教高考”

制度，畅通职业教育升学深造渠

道，通过扩大职业本科、应用型

本科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计

划，使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升学方

面享有更多的机会。中职学校

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等教育理

念 ，注 重 培 养 学 生 的 通 用 技

能。相关部门应在各学段开展

劳模精神及工匠精神教育，开

设职业认知课程，推动中职学

校与中小学联合开展职业启

蒙、职业体验、劳动教育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
育社副理事长苏华：

要 把 发 展 职 业 本 科 教 育

作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的 重 点 ，深 化“ 知 识 + 技 能 ”

职 教 高 考 制 度 改 革 ，构 建 中

职 、高 职 、本 科 和 硕 士 纵 向

贯 通 的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扩 大

职业院校招收一线劳动者的

比 例 ；推 动 职 业 院 校 与 优 质

企 业 开 展 双 边 、多 边 技 术 协

作 ，建 立 职 业 院 校 专 业 自 主

诊断和教育行政部门督导监

测 的 联 动 制 度 ，形 成 紧 密 对

接 产 业 链 、创 新 链 的 专 业 体

系 ，探 索 建 立 产 业 人 才 数 据

平 台 ；推 动 职 业 院 校 以 线 上

线下多种方式开展适合毕业

生的短期技 能 培 训 和 就 业 指

导 ，为 毕 业 生 和 用 人 单 位 提

供 更 优 质 的“ 互 联 网 ＋ 就

业”服务。

关键词：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

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如何更好发展职业教育

这一话题，代表、委员们从多维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拔尖人才培养

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和根本是培养更多拔尖创新型人才。代表、委员们围

绕“拔尖人才培养”，畅谈高校做法。

关键词：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代表、委员们围绕

“双一流”建设、高校教育多元化评价等话题展开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山
西省委副主委、山西大学国际教
育交流学院副院长双少敏：

深入推进新一轮中西部

高校“双一流”建设。以“双一

流”建设学科为牵引，培育新

的学科增长点，构建学科群，

引领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在优势学科建设、急需

高层次人才培养、高端人才引

进、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等方

面加大对“双一流”高校支持

力度，强力推动教育资源向中

西部地区倾斜。加大对中西

部特色高校支持力度，争取更

多高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

设行列。

全国政协委员、扬州大学
副校长龚卫娟：

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

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要在前

沿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学科

布局中建立独特的竞争优势，

体现出国家战略布局的总体

需要和竞争发展需要，坚持宏

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

原则，避免“千校一面”的同质

化布局。另一方面，要促进高

校学科布局的分类管理机制

优化，以重点关键技术攻克为

突破口，迅速占领学科建设与

发展的制高点，促进不同类型

高校和不同类型学科人才培

养的多元化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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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教师发展 学生成长 毕业就业

今年两会 这些教育话题备受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在职前要强化教师教育，

不断改革教师教育的课程体

系，把教师的职业理想信念教

育融入教师教育；在职后学校

和政府要给教师的专业成长发

展提供支持、帮助和引领，包括

加强培训、开展对教师评价的

综合改革等。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师范大
学副校长赵海兴：

师者为师亦为范，培养和造

就“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好教师中，第一条就是“有理

想信念”。

调研发现，少数教师责任

意识不强，工作中只顾教好书

本知识，忽视育人的重要性；部

分地区对现有理想信念教育资

源挖掘不够，对持续提升教师

思想素质重视不够。建议支持

各地统筹资源，建设各具特色

的理想信念教育培训基地，探

索理想信念教育有效模式，加

强广大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

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

师队伍提供重要支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
长林尚立：

一要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二

要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养，三要加强

“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使

得学生能够适应时代变化，适应国家

发展要求。例如，法律专业的毕业生

在面对金融领域案件时，需要调动金

融知识储备；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全媒

体时代要调动数字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大连理工大学校
长助理陆安慧：

帮助毕业生就业需要多方共同努

力，需要家校政企形成合力。家庭要在

择业观上帮助孩子树立“行行皆可成才”

的观念，鼓励孩子立足岗位、脚踏实地；

高校要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就业指

导工作，帮助毕业生增强就业竞争力与

步入职场的信心；政府要加大对企业和

毕业生的政策支持，继续对招收应届毕

业生的企业给予社保费用减免等优惠；

企业要加大开放力度，与高校共同开展

好实习实践等活动。要立足实际，统筹

做好市场性和政策性岗位开发。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
党委书记郝平：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北大着

力创新育人模式，落实“强基

计划”，建设了 19个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将基础学

科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面

向民族复兴新征程，要坚持以

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推动基

础学科与跨学科人才培养领

跑式发展，着力培养创新型、

复合型、高层次领军人才，全

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
校长吕建：

面对新时代新挑战，还

需进一步优化基础学科人才

培养的结构布局，完善新兴

学科、交叉学科专业人才培

养机制。

第一，进一步加强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探索招

生培养联动改革，适当扩大

“强基计划”学科范围，进一步

研究制定相关的选才、鉴才与

退出的机制和途径；第二，进

一步促进学科专业融合发展，

探索培养“本研贯通”新路径，

在部分高水平大学设立试点

基地，鼓励探索多样化的“学

科—专业”融合发展路径；第

三，进一步完善学位制度落实

细则，加强对交叉复合人才培

养的支持，推进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增设

文理、理工、医工等交叉融合

的新专业，进一步扩大高校办

学自主权。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邮电
大学校长徐坤：

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着力培养卓越拔尖创新

人才，一是在培养机制上强化

守正创新，将跨专业跨学科理

念充分融入学生管理、课程建

设、项目设计和科研实践等环

节；二是在学科建设上强化特色

优势，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

遇，以特色优势学科为“头雁”，

引领学科专业建设；三是在资源

融合上强化战略导向，加强校企

联合培养，完善科教协同联动。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阳市政府
副秘书长杨善竑：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要做到等同于

学科教育，要转变观念，把心理健康教

育融入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学校在组

织教学、开展活动、考核评价等各项工

作中，都应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要

引导各科教师和学生管理者认同并树

立心理健康教育理念，积极主动承担

起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责任，营造一

种“人人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人人都是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校园文化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副
厅长蔡光洁：

建议探索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共促

体育美育作用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大

力倡导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协同育人

理念，建立长效机制，校内外共同推进体

育美育的改革创新，形成生动活泼、健康

向上、品格高雅的社会风尚。鼓励学校

体育、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学科融合发
展，与德育、劳动教育、国防教育融合教
学，与研学游基地、公共文化院馆等合作
实践，共同形成健康育人合力。

（本报记者 邓 菡 许 卉 宋 迪 岳 阳 整理）

关键词：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少年心理健康已成为关系国

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

题。今年，这一问题也引起众多代

表、委员的关注。

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围绕教育热点话题建言献策，
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