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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徐壮 王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步履铿锵，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
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引领教育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教育大国阔步迈
向教育强国。

立框架：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
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曾几何时，得到优质的教
育、照亮学生成才的梦想，是这里最深切的期盼。

2019年，在上海市援助下，专为解决农牧区
孩子“上好学”的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正式开学。
绿意葱茏的校园环境、设施完善的学生宿舍、数
字化的智能教室……这里，是果洛藏族自治州孩
子们在西宁的家，也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海考察，
第一站走进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看望这里的老师
和同学们。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对同学们说：

“从牧区来到这里，生活习惯会有一些改变，但你
们的人生会有更多的机会。”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事关国家发展、
事关民族未来。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 80%为文
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0.26%。文化水平过
低，成为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阻碍。

经过75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最
大规模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

历史性跨越。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有各级各
类学校49.83万所，有2.91亿学历教育在校生，专
任教师1891.8万人。

既有量的提升，也有质的飞跃。我国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平，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一批
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全面构建。

2024 年秋季开学起，全国小学和初中启用
新修订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
材。新教材选材更加丰富，编排更加科学，育人
导向更加鲜明。

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断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不仅进教材、进课堂，而且进
头脑；到将劳动教育有机融入青少年成长的全过
程，爱劳动、会劳动逐步成为校园新风尚；再到持
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实施美育浸润计划、青少
年读书行动等……如今，教育不再是一“智”独
秀，德智体美劳全面协同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

伴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学生成长成才的
通道变得更加广阔。

2022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提
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等五方面重点工作，培
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国坚持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协调发展，加快构建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让不同禀赋、不同发展兴趣的
学生能够有效地学习、多样化成才。

走过75年峥嵘岁月，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
全面提升，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为教育强国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补短板：
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

今年7月1日，教育部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
线电话，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也同步开
通了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
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自2005 年首次开通以来，高校学生资助热
线电话已连续开通20年。

今天，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年资助人次达
到1.6亿，全面实现应助尽助。

从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全覆盖并日益健
全，到“特岗计划”为中西部乡村学校补充优质师
资；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连续10多年不低于4%，到全国2895个县级
行政单位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随着
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建设，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
显著增强。

全力保障教育优先发展——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保持财政一般公

共预算第一大支出，巩固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优师计划”每年为全国832个脱贫县和中
西部陆地边境县定向培养1万名左右本科层次
师范生。义务教育教师实现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教师待遇
持续改善，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更加浓厚。

满足人民“上好学”需求——
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积极推进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加快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扩大普通高中优质资源、推进多样化
发展；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加强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更
加公平、更有质量的基础教育新格局正在构建。

全力破解急难愁盼问题——
直面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短板，我国积极推进

免试就近入学、划片规范入学、阳光监督入学；推
进“双减”工作、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取得明显进
展。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和
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比例超过95%，义务教
育进入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新阶段。

助发展：
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途，需要无数高素
质的劳动者、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今年春天，教育部公布2023 年度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2024 年高等职
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相关工作结果，
调整幅度为历年来最大，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
会发展更加契合。

75 年来，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发
展需要，我国不断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教育服务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任务更加充分彰显。

神舟飞天、蛟龙入海、北斗组网……一项项
大国工程都与高校提供的关键技术密不可分。

高校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
破策源地作用。在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中，高校牵头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
奖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75.5% 、

75.6%、56.5%。
坚定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我国启动实施

“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持续
推进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改革。现代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新增从业人员70%
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不断涌
现。

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深入推进
“双一流”建设，建立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
汇体制机制，促进形成与国家战略相匹配的学
校、学科、专业布局。

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我国实施教育数字化
战略行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成为世界第一大教
育资源数字化中心和服务平台，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正加速实现。

中国教育“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经过75
年的努力，更全方位、更多层次、更宽领域、更加
主动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格局正加快形成，
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人中有8人是文盲，
到 2023 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 14
年；从1980年高校毕业生人数14.7万人，到2022
年突破千万人；从1949年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
仅30万人，到如今中高职学校每年培养1000万
名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75 载耕耘，教育结出硕果。站在加快建设
教育强国的新起点，教育正在不断厚植人民幸福
之本、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奋进在教育强国大路上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教育事业发展成就综述

■ 新华社记者 孙丽萍 丁汀

汉代“彩绘陶女俑”、东汉时期随身佩
戴 的“司 南 玉 佩 ”、精 美 绝 伦 的 金 缕 玉
衣……

作为“百物看中国”文物艺术出境大展
系列首展，111 件/组汉代精品文物构成的

“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近日
在匈牙利两座城市结束为期约一年的巡
展，吸引近6万名观众。

“第一次在匈牙利看到金缕玉衣”“我
爱中国！”“女儿带我来还为我导赏，展览真
的非常有趣”……“不朽的玉甲”展出期间，
脸书（Facebook）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留
下了海外网友热情洋溢的好评。

“首展告捷。”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
说，2100多年前，汉代的张骞率领使团穿过
茫茫戈壁，开拓了古丝绸之路；如今，中国
汉代文物精品展呈现大汉王朝万千气象，
续写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新篇章。

近年来，上海博物馆实施“大博物馆计
划”，以打造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和人类文
明的百科全书为使命，推出“何以中国”“对
话世界”“百物看中国”三大系列展览品
牌。其中“百物看中国”文物艺术出境系列
大展旨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国宝出海并非少见，为何“不朽的玉
甲”在匈牙利收获如此高人气？

“以前在海外办文物展，更多的是把文
物送出去，‘见物不见人’，很少给海外观众
讲述中华文化故事。”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
汤世芬说，此次展览是上博首次在海外举
办汉代主题展，体现了海外办展的新思路。

展览以“生活的艺术”“敦睦的智慧”
“信仰的光芒”和“丝路的繁盛”四个篇章，
将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汉代故事向海外
观众娓娓道来。展品的选择和策展的理念
都“大有乾坤”。

为何首选汉代文物？汉朝是继秦朝之
后的又一大一统王朝，并创造了当时世界

最先进的文明之一。“汉语”“汉字”“汉族”
“汉文化”等词沿用至今，皆是汉朝在中国
文化乃至世界文明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大 IP。”汤世芬
说，“围绕这个IP，我们展出铜镜、玉器、服
饰等反映当时历史文化生活的各种文物，
引起了当地观众的强烈兴趣，展览开幕后
博物馆几乎每天都大排长龙。”

汉代文物浩瀚，如何让海外观众既能
感受中华文明，又能体验中国人的心灵世
界和生活方式？中国和匈牙利联合策展，
集合以汉代玉文物著称的徐州博物馆以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之力，用贴近普通人
的视角打开中国汉代趣味满满的“社会生
活图卷”。

展品中，“青铜钱树”展现了汉代人们
对财富的观念和祈求，颇为罕见的“彩绘云
兽纹六子漆奁”设计巧妙，奢侈华贵的“金
缕玉衣”展现了贵族威仪……

“百物看中国”展厅里还设有汉字互动

式科普长廊，安排了写汉字、穿汉服等活
动……吸引当地年轻人和展览互动。汤世
芬认为，中外观众都是相似的，越来越喜欢
看到和当下生活、审美和生活方式紧密联
系的文物大展。

“百物看中国”首展告捷，为中国文博
界向世界讲述精彩有趣的中国故事打开新
思路。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
动上，“‘百物看中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走出去”项目获评“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
质量发展十佳案例”。

汤世芬认为，以文物向海外讲述中国
故事，很多中华文化的大IP可以好好开发，
如宋代美学、中国图案纹样设计等。“‘走出
去’的思路逐步打开，我们策展意识更强
了，能够‘见物见人见精神’，巧用国宝文物
讲述文化史和生活方式，更多展示中华文
化自信。”

新华社上海9月9日电

“百物”出海 讲好中国故事

这是9月9日拍摄的2024互联网岳麓峰会场馆外景。
当日，以“AI汇湘江 数智驱未来”为主题的2024互联网岳麓峰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本届峰会设1场岳麓论坛、5场主题论坛及相关配套活动。 ■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 李恒 董瑞丰）记者9日从国
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国家
药监局今年通过组织专家遴选、社会公示等，研究制定《第五批
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第五批清单有15个品种，涉及25
个规格、8种剂型，覆盖全身用抗感染药、呼吸系统用药、抗肿瘤
药及免疫调节剂等治疗领域。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第五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
立足儿童用药需求，清单重点关注低龄儿童用药、急抢救用药
等，优先选取能解决临床突出问题的药品；二是贴近儿童用药特
点，清单中多个药品国内已上市但无儿童适宜剂型，如口服溶液
剂、乳膏剂等，同时关注儿童适宜规格，以增加儿童用药顺应性；
三是进一步加强与罕见病目录的衔接，强化鼓励儿童用药研发
的整体效应；四是兼顾企业研发意向，本次遴选结合前四批清单
实施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和专家论证等方式综合评估了品种潜
在的开发难度和市场空间。

据了解，2016年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先后
制定并发布了四批含129种药品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
单》。目前，其中的30个药品已获批上市，覆盖神经系统用药、消
化道和新陈代谢用药、心血管系统用药等8个治疗领域，其中有
15个是罕见病用药。

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门不断丰富儿童适
宜药品的品种、剂型和规格，提升儿童药品供应保障水平。

我国发布第五批鼓励研发申报
儿童药品清单 共15个品种

9月8日，消防员在美国加州门托尼进行灭火作业。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林业和消防局8日上午通报说，“莱恩”山火在该州南
部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达70.65平方公里。 ■ 新华社/美联

这是9月9日在越南富寿省拍摄的受灾区域。据越南农业
与农村发展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9日11时30分，台风“摩羯”及
其后续影响在越南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升至59人。

■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