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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教育、
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并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作出系列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综合改革成
效如何？怎样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
制机制一体改革？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各
项任务如何扎实推进？新华社记者采访
了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

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

问：如何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
综合改革取得的成效？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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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作
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制度体系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教育
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
家行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格局性变化。

一是建成世界最大规模且有质量
的教育体系。2023 年，我国有各级各类
学校 49.83 万所，有 2.91 亿学历教育在
校生，专任教师1892万。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普及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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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历史性跨越。

二是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我们积极
推进免试就近入学、划片规范入学、阳
光监督入学，全国2895个县全面实现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
现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党的十八大以
来累计资助金额 2.6 万亿元、资助学生
16.2亿人次。职业教育不断提升服务人
的全面成长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相结
合的能力。

三是教育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能力显著增强。从人才培养看，每年向
经济社会主战场输送1100万名大学生，
其中50%以上是理工农医类人才。从科
技创新看，我国“双一流”高校建设取得
显著成绩：在 ESI 排名中，中国 22 所大

学、39 个学科进入全球前万分之一；在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中，我国高校首次超
越美国，位居榜首。

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对公平优质教育的期盼打下了坚
实基础。当前，教育“量”的短板已不是
矛盾的主要方面，“质”的提升成为紧迫
的要求。

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
循环

问：《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怎样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
制一体改革？

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统筹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摆
到重要位置，充分体现出教育改革从局
部、个别改革到系统性、全局性改革的
特点。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将完善科
教融汇、产教融合机制，畅通教育、科
技、人才的良性循环，突出聚焦三大类
改革。

聚焦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
首先，要围绕不同学科、不同专业

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建设核心课程、出
版核心教材，建立实习和科研创新所
需的基础设施与实践项目，加强师资
队伍培养。其次，面向科技发展趋势和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推进基础研
究人才的培养，同时推进拔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第三，分类推进高校改革，
加速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
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
式。第四，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
协同。

聚 焦 支 撑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

首先要加强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
提倡政策上和资源配置上的长期支持，
实行长周期评价机制，使青年科技人才
真正“十年磨一剑”。在基础学科、交叉
学科和新兴学科方面建立突破计划；支
持建设青年人才发展特区。

聚焦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

首先，在大学科技成果技术转移转
化方面，更加突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科技变革的目标导向。第二，加
强创新机制和创新网络建设，推进区域
创新中心建设。第三，加强节点建设，根
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建立技
术转移中心、成果转化中心，从而推动
建立全国的技术转移网络。第四，加强
政策支持和人才支持，积极推进开放
合作。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
的愿望

问：如何持续增强人民群众对教育
改革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

答：人民群众“有学上”的需求得到
满足后，“上好学”成为当前教育突出的
矛盾和问题。我们将按照《决定》提出的

“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要求，努力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社会的全面进步。

——努力让人民群众“上好学”的
愿望更好得到满足。主要举措是推动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加快构建优质均
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扩优就
是扩大优质资源供给，我们将探索逐
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促进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发展，办好寄宿制学校、乡村
小规模学校等。提质就是提高基础教
育育人水平，我们将推动育人方式、培
养模式改革，统筹推进巩固“双减”成
果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全面提高课
堂教学水平和课后服务质量，强化学
校主阵地作用。

——努力让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更
加宽阔。我们将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
合，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举办

“少而精”的中等职业教育，提升高等职
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办学能力，加快推动
职业教育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真正通过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体系设
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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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让终身学习资源更加丰
富。按照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要求，加强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完善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建
好老年大学，更好推进国家数字大学建
设。同时，把数字资源有效融入到全民
终身学习中，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问：下一步如何落实《决定》中对于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各项部署？

答：我们将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相统一，发扬钉钉子精神，
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具体将在五个方面着力。

一是着力完善立德树人机制。坚持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改革创新。持续深化学生体质强
健计划、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劳动习惯
养成计划、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等，
做好学生近视防控，深入开展科学教育
促进行动、青少年读书行动等。

二是着力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积极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完善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推进机制。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引导广大教师弘扬践行教
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
制 。深 入 实 施 国 家 教 育 数 字 化 战 略
行动。

三是着力发挥高等教育龙头引领
作用。深入部署和加强两个“先行先
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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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
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高“适配
度”上先行先试。

四是着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聚焦破解
产教深度融合这一本质难题，深化省域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推进市域
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试
点、示范和标准建设，在校企双向赋能、
双向奔赴，形成发展命运共同体、经济
社会与教育同步发展的良好生态，重塑
职业教育发展新体制。

五是着力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完
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

“引进来”和“走出去”，加快建设具有强
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加强国
际教育科研合作，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
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扩大中外青少年
交流，建好鲁班工坊，不断扩大中国教
育“朋友圈”。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

□新华社记者/徐壮 施雨岑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权威访谈

古道西风，沙漠驼铃，一支驼队穿越
时间的荒漠缓缓走来。它们形体高大，阔
步而行，驼峰小幅度地左右耸动，两侧挂
着的驮囊里装满货物和补给……

这是7月9日记者在段德山的骆运
文化展示馆里看到的一组骆驼模型。骆
驼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不禁让人展开
思想的翅膀，想象骆驼客赶着驼队在风
沙弥漫的古道上艰辛跋涉的历程……

今年 78 岁的段德山曾是一位骆驼
客——靠牵骆驼从事长途贩运为生的
人，在奇台县可谓传奇人物。他年幼时
就跟着父辈拉骆驼，走南闯北讨生活。
尽管驮运工具由骆驼变成拖拉机，再变
成大货车，他却一直没有离开过“物流
配送”的老本行。

“我父亲段文章是甘肃省民勤县有
名的骆驼客，因为拉骆驼留居奇台县老
满城。进疆时，驼队驮来的是布匹、茶叶、
百货；出疆时，驼队满载着羊毛、皮货、药
材……”讲述父亲的传奇生涯，一幕幕往
事历历在目，段德山为之嗟叹不已。

段德山追忆，新中国成立以后，奇台
县驼运户响应政府号召，出动180峰骆驼
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驮运战备
物资，并成立了奇台县工商业运输业同业
工会，实行联营运输，稳定运输市场。

1958年，奇台县畜力运输高级合作
社成立，段德山帮着合作社放养了百峰
骆驼，骑骆驼放牧是他少年时期最美的
记忆。

上世纪60年代，奇台县城人口增多，
骆驼运输业迅速发展，承担全县各族群众
生产生活物资运输，至1966年，奇台县畜
力运输高级合作社拥有骆驼1500峰。

“那时，畜力运输合作社去五彩湾
支援石油探测，百峰骆驼组成一队，一
峰跟着一峰，一长串首尾相接地排开
来，长达数百米，驼铃叮咚，沙尘滚滚，
蔚为壮观……”再回首，已是年过古稀，
段德山不胜感慨。

1978年，改革春风吹绿全国各地，新
生事物如雨后春笋涌现。1983年，奇台县
畜力运输高级合作社更名为奇台县第二

运输公司，段德山任公司经理。那个时
候，拖拉机、汽车、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
纷纷涌入群众生产生活，骆驼一业独大
的垄断地位春雪融化般瓦解，响彻驼道
的驼铃声成了追忆。至此，骆驼客们完成
了光荣使命，退隐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作
为一个特有的时代名词而存在。

“1987 年到 1992 年是奇台县货运
行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公司有300多辆
解放、东风、黄河牌货车，我们载着天山
南北的货物到处跑，还把新疆棉花运送
到了江苏等地。”岁月的荣光投射在脸
上，段德山流露自豪的神情。

1995年，段德山成立奇台县汇通运
输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4月改制为民

营股份制企业，在曾经的驼道上，他走
出了新路。

如今，段德山的女儿段希燕继承父
业，用一幅图、一张网、一朵“云”，轻松
将运输配载、运力交易、跟踪追溯、库存
监控、资源调剂等合为一体，铺就了一
张数字物流网。

骆驼客生涯，是段德山一生刻骨铭
心的人生经历。尽管年过古稀，段德山
却想做一件事情——把他的特殊经历、
交通运输业的变化、家乡的变迁说出
来，讲给更多的人听。如今，他的想法已
经得以实现。经过5年筹建，400平方米
的骆运文化展示馆于2023年10月建成
启用。骆运文化展示馆分为《古城奇台》

《丝绸之路》《八大商帮》等8个展区，陈
列着实物、图片、文字等丰富的历史文
物和珍贵资料，生动展现了骆运文化的
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独特魅力。

骆运文化展示馆面向社会开放9个
多月，近500人次的参观者走进了段德
山的故事，倾听了他和骆驼客的传奇，
转头再传播出去。每每看到这一幕，段
德山心情愉悦，仿佛年轻了几十岁。

站在高大的骆驼模型前，段德山手
扶驮囊，追昔抚今，感慨万千。他说：“骆
运文化，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
神。骆驼，作为骆运文化的重要载体，以
其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前行。”

本报讯 通讯员刘媛、卢浩楠、
徐靖怡报道：眼下，阜康市1.1万亩打
瓜已进入采收高峰，各乡镇积极组织
机械和工人加快打瓜采收进度，机械
化采收率达到 100%，确保农民丰产
丰收。

在阜康市滋泥泉子镇南泉中心村
种植户程进疆的打瓜地里，籽粒饱满、
个大圆润的打瓜排列成行，机械正在进
行脱籽作业，脱好的打瓜籽被车辆直接
运送至晾晒场。“今年，我们家种了200
多亩打瓜，每亩地能收获160公斤左
右，目前长势不错，按现在市场16.5元
的价格，每亩毛收入在2500元左右。”
程进疆说。

今年，阜康市滋泥泉子镇种植了
8000余亩打瓜。为了确保打瓜顺利收
获，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及时为
农户解决采收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阜康市滋泥泉子镇农业（畜牧
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员司马晓婕表

示，打瓜预计在 9 月中旬全部采收完
毕。“在采收过程中，我们农技人员现
场指导，确保及时采收，确保农机安
全，后期我们也将积极联系合作社上
门收购打瓜籽，让农民丰产增收。”

近年来，阜康市滋泥泉子镇积极
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广“农户+
合作社”等种植模式，协调10余辆打
瓜采收机，20 余个晾晒场，减轻农户
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率，进一步推
动阜康市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

阜康市滋泥泉子镇副镇长邵宝
成表示：“今后，我们将不断加大种植
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引导种植户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作物种植，同时加
大种植技能培训，加强田间管理技术
指导，提高种植户种植特色作物的积
极性和种植水平，推动规模化、标准
化种植，持续增加农民的收入，助力
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徐靖怡、卢浩楠
报道：这两天，阜康市2.5万亩加工番
茄陆续进入采收期。广袤的田野上，
一辆辆番茄采收机和拉运车在田间
地头轰鸣忙碌，呈现出一派丰收的喜
人画卷。

在阜康市上户沟乡白杨河中心
村，种植四年番茄的张立学说：“今年
我种植了400多亩番茄，从现在的收
割情况判断，今年番茄的亩产量能超
过9吨，预计收成还是不错的。”

为确保番茄顺利采收，阜康市调
配采摘机和运输车辆，将采收的番茄

第一时间运到加工厂。阜康市上户沟
乡白杨河中心村村委会主任吐里红
拜克·居奴斯汗说：“我们选择了早
熟、中熟、晚熟品种进行搭配种植，便
于企业收购和机械采收。”

近年来，阜康市积极调整优化种
植业结构，采用“农户+合作社+企
业”的订单种植农业模式，实现了

“育、栽、采”全程机械化作业。今年，
阜康市共种植加工番茄 2.5 万亩，每
亩可收获番茄 9 吨左右，每亩地可实
现收入 4500 元左右，预计 9 月底全
部采收完毕。

本报讯 通讯员韩蕊、彭琛报道：秋
风送爽，瓜果飘香。眼下，木垒县新户镇
种植的500亩打瓜陆续成熟。放眼望去，
一个个翠绿的打瓜如今已换上了金黄色
的外衣。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打瓜排列成
行，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的到来。

走进新户镇打瓜田，瓜农们正忙
碌而有序地采摘着成熟的打瓜，他们
或弯腰轻摘，或肩扛手提，将一颗颗饱
满的果实送入等待的运输车中。

“以前种地靠天吃饭，收入不稳
定。现在好了，政府不仅帮我们引进
了好品种，还提供了技术指导和销售
服务，让我们种得放心、卖得舒心。”
正在忙碌的一位瓜农满脸笑意地说，

“今年我家的打瓜产量比去年多了两
成，收入也翻了一番，这日子是越过

越有奔头了！”
近年来，新户镇积极响应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将打瓜
种植作为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
重要抓手。通过引进优质品种、推广
高效种植技术、加强田间管理等一系
列措施，推动打瓜产业实现产量与质
量的双提升。

新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建
佳说：“新户镇将持续深化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同时加强品
牌建设和市场拓展，让新户镇的打
瓜走出乡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成
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

‘金果果’。”

段德山：从驼队到数字物流网
□本报记者 王薇

7月9日，在骆运文化展示馆，段德山跟一组骆驼模型合影。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阜康市

万亩打瓜进入采收高峰期

木垒县新户镇

500亩打瓜陆续成熟

近日，在阜康市滋泥泉子镇南泉中心村种植户程进疆的打瓜地里，机械正
在进行脱籽作业。 □刘 媛摄

阜康市

2.5万亩加工番茄进入采收期

眼下，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的260亩油葵陆续进入采收期，成片的油葵
弯下了腰，花盘大而饱满，在阳光照耀下黝黑发亮。8月5日，在吉木萨尔县
庆阳湖乡双河村种植户李国鹏的油葵种植地里，一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油葵
地里来回穿梭，脱粒、筛选、装车，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叶永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