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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
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等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有关情况，并答记者
问。

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战略工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明确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
国”的目标。怀进鹏介绍，目前，教育部
已启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编制工
作。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
当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到2.4亿
人，助力我国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重大
变化。同时，高校产出一批高水平科技
成果，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
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教育部把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
点战略工程，作为今年的重大工程之一
推出。教育部副部长吴岩介绍，主要任
务是“两个先行先试”，一是在全面提高
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方面先行先试，二是在提高服务国家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的“适配
度”上先行先试。

吴岩表示，在“两个先行先试”中，要
着力做好“三板”。一是拉长长板，推动试
点高校在已经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持续发
力，打造引领发展的新优势；二是补齐短
板，聚焦“卡脖子”领域集成攻关，推动实
现突围破局；三是锻造新板，面向未来
10—15年的颠覆性技术开展前瞻性研
究，在科学源头的原始创新和重大根技术
研发方面，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抢占
先机、引领发展。

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

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
源，2023届高校毕业生达1158万人。教
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介绍，教育部
全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
动，加快推进就业工作进程。

邓传淮说，促进行动可概括为“六个
着力”：着力拓展就业岗位、着力加快招
录进程、着力做好政策宣传落实、着力优
化指导服务、着力做好重点帮扶、着力做
好离校“不断线”服务。

具体来说，教育部门指导各高校有

针对性地访企拓岗，挖掘更多岗位，开展
万企进校园活动，保持校园招聘热度和
毕业生参与度，提升招聘供需的匹配度；
配合有关部门加快完成机关事业单位、
国企等政策性岗位招录；加强对尚未落
实岗位毕业生的个性化就业指导，抓紧
组织各类实习见习活动，帮助毕业生增
强就业信心、尽早落实去向；指导各地各
高校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制，为低收
入家庭等困难毕业生精准推送3个以上
岗位等。

“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走向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人才。”怀进鹏
表示，对于大学生就业，要积极支持、创
造条件，特别是要兜好底线，对家庭困难
和生活中需要帮助的毕业生提供支持。
同时，教育教学和学科设置、结构也要不
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既要保证匹配度，
又要适度超前。

近年来，教育部大力推进高等教育
供给侧改革，多种方式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开展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
强化就业状况对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
养的反馈联动，推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更加契合。

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切实提高农村教育
质量

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司长刘自成介
绍，2021年，全国所有县区通过国家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标
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按照规划，到2035年，全国绝大多数县
域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如何实
现这一目标？

补齐短板，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实
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推动义
务教育学校校舍建设、教学仪器装备、学
校班额等办学条件达到规定标准，创造良
好的教学、文化、生活环境。

抬高底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根据人口变化趋势，合理布局城乡学
校，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
乡村小规模学校，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
建设，强化以城带乡，切实提高农村教
育质量。

抓住关键，推进师资配置均衡化。
有序开展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推进教师

“县管校聘”改革，完善交流轮岗保障与
激励机制。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全面提

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比如，将到农村
学校任教作为申报高级职称的必要条件
和选任中小学校长的优先条件，对培养
输送优秀骨干教师的学校给予奖励支
持。”刘自成说。

数字赋能，推进资源共享智慧化。建
好用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构建互
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促进公平，推进教育关爱制度化。全
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和公办民
办同步招生政策，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健全资助帮扶制
度，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留守儿童、残
疾儿童等群体的关爱帮扶工作。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构建优
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
见》，进一步健全了政策保障体系。刘自
成表示，教育部将多措并举，积极开展县
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推动任
务落地见效。

将建设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
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大国。

2022年，教育部全面实施国家教育数
字化战略行动，集成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
台，一年多来，平台访问总量超260亿次。
在实践中，教育部持续实施“慕课西部行计
划2.0”，面向西部所有高校提供19.22万门
慕课及定制化课程服务，帮助西部地区开
展混合式教学446.77万门次，学生参与学
习4.95亿人次，教师参与慕课应用培训
183.24万人次，有力缩小了区域教育差距，
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据介绍，下一步，将重点做好4方面
工作。一是建设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
中心，使它成为提供优质资源服务的重
要平台，成为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共享中
心、教育公共服务的汇聚中心及数字资
源的管理和评估中心；二是强化大数据
赋能教育教学，更好推动优质资源均衡，
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能力提升、教师
能力提升；三是增强教育有效公共服务
能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是一个公共服
务平台，面向所有学生和社会提供服务；
四是加强数字教育国际化，推动搭建更
多合作交流的平台机制。

（人民日报）

补齐短板抬高底部抓住关键数字赋能促进公平

多措并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会同中央

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国家发展改
革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等部委印发了《关于推
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协力推进体
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发展体育事业和促进乡村振兴
相辅相成。为推动乡村体育高质量
发展，建立乡村体育发展新格局，更
好地发挥体育在促进乡村振兴中的
重要作用，国家体育总局会同有关
部委印发了《意见》。

《意见》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
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等内容；第二部分从乡村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体育产业、体育人才队
伍、体育文化、绿色生态体育、全民健
身组织六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第三
部分从组织领导、政策支撑和督促落
实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意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实践导向，从体育促进乡村公共
服务、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方面提出
一系列政策措施。《意见》提出要以体
育助力乡村建设，让农村更繁荣；以
体育赋能农业发展，让农业更兴旺；
以体育促进农民健康，让农民更幸
福；以体育丰富乡村文化，让乡风更
文明。

围绕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
领域，《意见》提出要实施乡村公共健
身设施提升专项行动、运动健康中心
建设专项行动、乡村社会体育指导员
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乡村体育后备力
量“雏鹰计划”及“美丽乡村”品牌体
育赛事活动等五大行动计划。

下一步，国家体育总局将会同
有关部委，就《意见》各项工作细化
分工，明确责任部门和工作步骤，建
立长效工作机制，指导推动地方各
级政府积极开展体育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推动在乡村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发
挥体育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
往、助力乡村振兴、促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光明日报）

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