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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教育前沿 书写时代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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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语 锚定示范高地 夯实强省之基

新中国成立 75年来，江苏坚定地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强省之基，全省上下不断凝聚优先发展、率先发展、领先发展共识，江
苏教育由“有”到“优”、由“优”向“强”，激荡着“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最强音——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阿妮尔
2024年 10月 1日，我们将

迎来新中国成立75周年华诞。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里，本报编辑部精心策划了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5 周 年 特
刊——《岁月峥嵘 75载 筑梦
荣光新时代》，以 8个整版的容
量记述江苏教育的辉煌成就，
向国庆献礼。其中，万字报道
《锚定示范高地 夯实强省之
基》回望全省教育的创新举措、
实践经验和突出成就，展现 75
年来江苏敢为人先、推动教育
改革发展的壮阔历程；“区域先
锋”和“时代弄潮”分别专访 4
个县（市、区）和 6所学校，彰显
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潜心深
耕和灼灼芳华；“亲历者说”以
自述（专访）形式，约请亲历者
与见证人讲述时代变迁中的动
人故事和岁月缩影；“江苏教育
名片”以名片+叙事形式在方
寸间展示江苏教育的形象、风
貌和精神。

在特刊的策划和采写中，
我们一次次感受着 75年来江
苏教育发展的“精气神”。这
是一部教育优先发展、率先发
展、领先发展的历史，是一部
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互动
的历史，也是一部各类教育齐
头并进、质效并重的历史。当
下，江苏正奋力打造“公平共
享、全面多样、开放融合、卓越
创新”的教育样板示范高地，
75年的壮阔历程为江苏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
示范，赋予了深厚底蕴和不竭
动力。

此时此刻，作为党和政府
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教育改革
历程的记录者和推动者，我们
将感触化在指尖、化为墨香，与
读者分享。我们相信，在高标
准推进教育强省建设、以教育
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的江苏新实践中，江苏教育独
具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血脉，一
定会激励我们继续向前；江苏
教育人秉持的改革探索精神，
一定会让我们凝聚共识、共赴
未来。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新中
国成立 75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
下，在全省教育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不懈
努力和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下，江苏教
育书写了宏大叙事下的壮阔史诗，取得
瞩目成就。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江
苏教育聚焦强铸魂、育新人，每一步都走
得富有朝气；聚焦走在前、做示范，每一
步都走得彰显底气；聚焦提质量、优生
态，每一步都走得很接地气。

面向未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发
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动员令”，刚刚
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为建设教育强国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江苏
肩负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
做示范’的光荣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实’的作
风，将改革进行到底，奋力在教育强国建
设中走在前、做示范。”省教育厅厅长、党
组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江涌说。

培根铸魂——
一以贯之培养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

2021年 5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回信，勉励
他们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从小
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刻苦学习，
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

2022年 5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南京大学的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回信，勉
励他们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
自强上再创佳绩，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
中国故事上争做表率。

2023年 3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参
加审议。谈及抗战时期“新安旅行团”的
历史佳话，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教育工作
者“要善于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汲
取优秀的东西，同时也不摒弃西方文明
成果，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拥有‘四个
自信’的孩子”。

2023年 7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南
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的留学
生回信，鼓励他们为深化国家间友谊与
合作积极贡献力量。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重要回

信精神为江苏高标准建设教育强省提供
了根本遵循。一直以来，江苏教育系统
始终学思想、强党性，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培养拥
有“四个自信”的孩子上彰显担当作为，
确保教育领域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
坚强阵地。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
人，关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乎国家前
途命运。新中国成立后，江苏一直围绕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问题展开探
索，“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就是江苏教育

人首先提出来的。
1990年春天，为扭转片面追求升学

率的倾向、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省教
委邀请一批专家、校长座谈，3天的会议
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是
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我们时代的主旋
律。同年底，省教委颁发《关于当前小学
教育改革的意见（试行）》，引导小学教育
发展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这份文
件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45号文”。

在“45号文”引领下，一批批特色学
校涌现出来，各地各校编写出多种内容
新颖、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材，江苏的基础
教育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在高
等教育领域，江苏开展全面教学改革，教
育教学变单纯的传授知识为知识传授加
能力培养，走上内涵发展的道路。2010
年，江苏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
点省份。

举旗定向，思想领航。进入新时代，
江苏教育系统更加明确教育使命和育人
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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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持续完善领导体制，进一步健
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
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省着力推进
学校领导体制改革，把中小学校党组织
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工作列为重点改革任
务，切实从课程建设、教材编写修订、教
学资源整合开发、教师培训等方面下功
夫、提质量，强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群建
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入脑
入心。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我省不断
凸显思政课关键课程地位，从制度机制
上发力，先后出台关于深化思政课改革
创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大思政课”建
设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提出了一系列重
点任务、重大行动和重要举措，不断完善
思政课建设的总体设计。高校有组织、
成体系建设思政课优秀教学资源，组织
优秀思政课教师分课程分章节编写讲义
教案，围绕章节重点难点上示范课；中小
学思政课开齐开足全覆盖，省级开发的
《国家安全教育读本》、南京市的国家公
祭读本、扬州市的“运河思政”等地方和
校本课程受到广泛好评。

苏州大学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
期间重要讲话精神有机融入思政课教
学，打造“平江路上的思政课”；中小学地
方课程教材《吴文化》《淮海文化》中增加
习近平总书记对太湖治理、淮河治理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
地方在太湖治理和淮河治理方面取得的
重要成就。

“要善于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

汲取优秀的东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抓早抓小、久久为功、潜移默化、耳濡
目染”……在江苏，灿若星辰的地方传统
文化从大江南北“汇”进校园，为孩子们
提供精神滋养。

“大运河孕育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的玉雕，是扬州运河
文化的精髓之一，最早可追溯到 4000多
年前……”在扬州梅岭中学“运河思政”
融合课堂上，不同学科教师以“延续文化
血脉”为主题，以因运河而兴的扬州玉文
化为线索轮流授课。讲到玉雕时，美术
教师带学生借助肥皂体验雕刻技艺，语
文教师重点讲述玉文化，道德与法治课
教师则引导学生认识工匠精神。

在南京，一所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
校。六朝博物馆开设“探秘六朝——瓦
当的一天”等博物馆课程，拉近孩子与文
物的距离；南京博物院开展“种子教师”
培训，让文博知识转化为教学资源，通过
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传递给学生。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淮安市新
安小学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与现代教
学手段结合，不断完善“敢为小先生、能
做小主人、争当小好汉”的“三小”育人体
系，让孩子们成为学习和课堂的主人。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从古今中
外的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中汲取智慧，
为孩子长志气、硬骨气、蓄底气创造条
件，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拥有‘四个自
信’的孩子。”该校校长张大冬说。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伟大的时代
与杰出的英才总是相伴而生。“劳动教
育”“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每天一节体育课”……近年来，江苏
教育改革围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推进育人理念和育人方式变革，不断
健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的体制机制，教育事业徐徐展开新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
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
人工程。下一阶段，江苏教育系统将深
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
设，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
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信心；打造一批“大思政课”
品牌，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
和亲和力、针对性，构建新时代新征程立
德树人新格局。

服务大局——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联动贯通

9月 14日，教育部、江苏省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正式启动共建首个全国高校
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作为首个全国
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未来将搭
建开放共享的“一站式”“全链条”公共转
化平台，推动高校与企业“双向奔赴”、高
等教育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江苏是高教大省，
拥有 172所高校，其中 16所高校的 48个
学科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新中
国成立以来，江苏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
要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第
一基础、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尤其从
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科教兴省”战略的
实施，江苏将发展科技与教育事业作为
主要抓手，服务、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
发展。

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摁下了“快进键”。如何力争全省经济再
上一个新台阶？1989年，江苏省委、省政
府率先提出“科技兴省”战略，将原有粗
放型的经济增长转换到主要依靠科技进
步的轨道上来。在 1994年 8月召开的全
省教育工作会议上，

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在实验室进行科研攻关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在实验室进行科研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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