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指明教育强国建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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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30 日电�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习近平总书记 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

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

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释了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意义，指明了教育强国建

设的前进方向。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

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实践，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走进北京市八一学校，教室内传出琅琅书声，孩子们在操场尽情奔跑，一派生机

勃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分析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发展规律，开展各种入脑入心的活动，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

跟党走。”八一学校初一年级组长、道德与法治教师贾茜说。�

贾茜说：“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围绕勠力同心、欣欣向荣、薪火相传等主题，深

入开展德育教育，全面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落实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走进抗日战争纪念馆活动，带领学生汲取

精神滋养，坚定矢志奉献国家和人民的理想。”�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

的核心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韩锐深受启发。�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传

承弘扬西迁精神，引导广大学子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

好青年。”韩锐说，“接下来，我们要认真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采用专题

式讲授、开放式讨论、多样化实践教学方式，努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在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党委书记王润玲看来，培养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

梁之才，需要推动专业“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今年以来，我

们通过理论学习微党课、赴幼儿园开展义诊等方式，推动学生在学思践悟中练就

过硬本领。我们也将继续按照总书记要求，在专业能力和理论知识提升方面双向

发力，为学生成长为仁心医者打下坚实基础。”�

“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高国希说，“习

近平总书记对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提出要求，这意味着思政教育工作者

必须拥抱新趋势，找到新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引导学生坚守正确价值选择，

真正成长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作为一名奋斗在基础教育

战线的“老兵”，湖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黄智勇倍感振奋。�

“基础教育处于人才培养起步阶段，凝结了国家对未来的期望。更高质量的基础

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底座，也是更好满足人民获得感的基石。”黄智勇说，

“下一步，我们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普惠性资源扩容增效、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普通高中多样特色化发展，让教育改革发

展成果惠及更多师生。”�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

手握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5 项、国际发明专利授权 1 项、SCI 期刊论文 3 篇，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车辆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周小川在自己的研究

领域深耕细作，为推动中国汽车产业进步贡献智慧力量。�

“从一名高中生成长为科研一线博士生，我真切感受到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程

度不断提升。”周小川说，“近年来，学校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

学科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为我们成长成

才创造更多条件。我们要乘着时代的东风，以更加饱满的学习热情探索前沿，为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

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从培黎职业学院首批毕业生就业现状来看，尊重技能、重视技能已经成为新时

代主流价值取向，技能人才正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甘肃培黎职业学院

文化旅游学院教师朱海颖说，“我们要进一步把课堂教学向企业一线延伸、学生

作品向企业产品延伸，为学生实习、实训、就业提供更大空间，努力培养更多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

“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应当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通过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促进改革创新；应当在改革中坚持促进教育公平，努力

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好学’；还应当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构建起有中国特色、有



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这些目标的达成，都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青

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冶成福说。�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汇聚 550 余万条优质资源、6.6 万个微课……近年来，浙江积极推进国家智慧教

育平台应用整省试点，初步形成覆盖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数字化体系。�

“数字化的本质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汇聚优质教育资源、赋能教育教学。”浙江

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峰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我们将不断

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继续推进‘学

在浙江’数字化教育平台建设，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更

好支撑。”�

建设教育强国，既要修炼“内功”，也要开放交流。�

对此，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认为，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也

是提高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我

们要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经费投入上加大力度，以更加务实的态

度传播中国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提高我国教育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

努力。”宋献中说。�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

在重庆，为支持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当地大力实施教师周转宿舍建设项目，

提高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标准。�

“推进教育现代化，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宴兵表示，“接下

来，我们要举全社会之力，培育形成尊师重教氛围，推动学校、家庭、社会紧密



结合、同向发力，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实践，共同办好教育强国事业，以教育之强

夯实国家富强之基。”（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