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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统筹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新部署意味着新变化，新变化昭示着新机遇和新挑战。

这意味着教育强国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不仅要准确把握

教育发展规律，更要准确把握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

关系和供需规律，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认识教育的定位与使命。

新时代、新征程，如何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引发

代表、委员们热烈讨论。

念好“先”字诀——

发挥好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我国基础教育站在了新的发展阶

段上。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成为新时代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

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

“底座”——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

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看来，未来要牢牢抓住促进公平这一战

略主题。这里的“公平”是在高水平普及基础上的公平，是



着眼于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推进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公平，是从“学有所教”转向“学有优教”的公平。

从重视学前教育到办好学前教育，再到强化学前教育普

惠发展。从“幼有所育”到“幼有优育”，人民群众对学前

教育有了更多期待。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蔡光洁带来了四川

的一组数据：近 3 年新建改扩建公办园 1179 所，治理整改

小区配套园 872 所；截至 2022 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2%，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5.9%。

在普惠发展方面，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

支部书记、园长柳茹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的扶持力度。基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应鼓励有条件的普

惠性幼儿园根据社会需求调整办园模式，提供 0—3 岁托育

服务，解除双职工父母后顾之忧。

高中阶段学校要突出多样化。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

党委书记方守恩建议试点建设科技高中。在教育基础条件比

较好的区域，探索大学、地方政府和基础教育系统三方共同

设立科技高中或特色班。通过探索建立科技高中和大学贯通

选拔及培养的方案，超常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办好县域普通高中不仅关系到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也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稳

定和支持作用，更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全国人



大代表、河北省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裴红霞建议，

健全完善促进县域普通高中发展的政策措施，补齐乡村教育

短板，助力乡村振兴。

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教育强国建

设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科教融汇”，这与职

教界耳熟能详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并置。

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在哪里？全国政协委员、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张运

凯给出的建议是建设现代产业学院。

张运凯说，要更加明确现代产业学院的地位与作用，契

合区域行业企业需求，以专业群对接产业链。此外，要尽快

打破在学校建设现代产业学院的单一模式，将现代产业学院

建在产业园、科技园等生产场域，延伸、拓展办学空间，凸

显企业办学主体优势。最后，还要给予产教融合企业“金融

+财政+土地+信用”组合激励机制。

发展支撑引领国家战略实施的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建

设的“龙头”。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重中之重。高校是人才培养与各类人才聚集的

高地、科技创新的主阵地。

“跳出教育办教育、跳出科技搞科技”，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认为，要充分发挥高校学

科专业优势，聚焦高精尖产业链创新链堵点、难点和痛点，



精准布局创新链，“政府立题、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围绕

共性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成果转移转

化，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布局重大战略项目

和前沿技术，切实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技术“原创力”和成

果“转化力”，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科教智慧。

念好“协”字诀——

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

前不久，武威职业学院的 17 名学生来到中国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开展新一轮的专业学习和岗位实习。

他们的缘分来自 5年前的一次握手。2018年，甘肃省教

育厅、武威市政府和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签订联合办学协议，

在武威职业学院开办“中科低碳新能源技术学院”，探索高

职院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项目的切入口。5年来，累计培

养技术技能人才 557人，其中超过 70%的毕业生在西部新能

源产业就业。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原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张力认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

创新，是新时代我国人力资源深度开发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仅从钢铁一个行业就可以看出协同创新的必要

性。据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中国粗钢产量 10.13亿吨，

占全球钢产量的比重高达 55.3%。与名副其实的钢铁大国的



名号相比，高层次人才供给不足已经成为钢铁行业转型升级

的最大矛盾。

光靠职业教育解决不了中国钢铁业转型之困。对于高层

次人才的需求一直制约着行业转型。全国人大代表、中天钢

铁集团董事局主席董才平建议，充分发挥科研院校集聚人才

的优势，采取结对帮扶的方式，与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本

科生，签订协议，对不同层级的人才制定不同的培养路线。

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有利于

推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并为社会

生产力的进步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在协同发展的途径方面，张力建议，要在学历教育系统

内部，继续以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牵引，在既有中考、

高考的“职普分流”框架下，重视增设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

学校之间、普通本专科与职业本专科之间的“职普融通”渠

道，理顺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之间的关系。

在学分互选、师资互聘、设施共用、学籍转换等方面创新体

制机制，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

念好“破”字诀——

破局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3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

量’。”作为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王焰新认为，实现变量为增

量的具体路径，要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打造“人

才队伍、科学研究、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

交流”五位一体的科技人才贯通培养机制，持续在“高精尖

缺”和“卡脖子”技术人才培养上发力，以满足国家战略和

产业发展需要。

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关键在拔尖创新人才

的博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认为，为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破题，首先要转变教育观念，更加注重因材施教，努力为

所有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机会；更加重视“破界”思维能力

的培养，鼓励学生关注本质、打破局限，开展更有价值和战

略性的创新，培养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杰出人才。

“创新人才的培养不能急用现招，创新意识、创新文化

更需要水滴石穿、久久为功。”方守恩发现，在创新人才培

养方面，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连贯

性欠佳。创新生态系统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不足。他

建议，加强政府引导和顶层设计，在各学段贯通推进创新教

育模式；试点建设科技高中，探索大学与高中教育相衔接的

新型人才贯通培养模式，超常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大学

强化创新教育和学科交叉，实施本硕博贯通培养。



在“聚天下英才而育之”方面，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

学党委书记任少波认为，一方面，要面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不断完善学科专业调整，推动招生就业联动，同时探索优秀

学生的早期发现和选拔机制，特别是通过“强基计划”等有

效措施激活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另一方面，要聚焦基础学科

和国家重点急需领域，围绕基础能力、专业能力和研究能力

提升，强化本硕博贯通、长周期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形成了基本共识，科技自立自强

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强劲筋骨”支撑民族复兴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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