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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首次将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安排部署，赋予教育新的战略地位、历史使命和发展

格局。11月 30 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在《光明日报》“一

把手谈科技文化”栏目撰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强

大教育力量》。

【媒体声音】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强大教育力量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怀进鹏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教

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安排部署，赋予教育新的战略地

位、历史使命和发展格局。教育系统要自觉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

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方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打造教育、科技、

人才共同体，助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

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发挥基础研究

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

的生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双一流”建设扎实推进，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龙头作用彰显，创新资源加速汇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初步形成层次清晰、布局合理、支撑有效的科研平台体系。在全国基

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国家重大实验室建设、国家级三大科技奖励

项目中，高校参与比重和贡献份额均超过 6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80%以上由高校承担，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在高校

涌现，有力支撑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当前，全球科学研究

范式和科研组织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变道超车的难

得历史机遇。教育系统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深刻认识高校作

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重要结合点的独特

作用，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力量加强原创性引领性

科技攻关，加快实现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努力开辟

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主动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努力成为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先导力量、战略力量。

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

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

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实施“强基计划”、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等重

大项目，集聚了全国超过 40%的两院院士、近 70%的长江学者和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成为识才、聚才、育才、用才的重要平台。

面向未来，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战略人才力量建设作为重

中之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坚定



不移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要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培养，

突破常规、积极作为，着力推进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践条件建设，

有针对性地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

加快推进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

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着力健全人才引进和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发挥作用的制度体系，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培养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

才，筑牢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夯实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上持续用力，建成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目前，

我国教育普及程度总体上稳居全球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义务教育

和学前教育普及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进入国际公

认的普及化阶段。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

征程，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实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对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新要求。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作出新的重大部署。下一步，教育系统要主动识变应变求

变，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

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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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区域教育资源

配置，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问题。要系统提高教育发展

效能，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优化职业教育

类型定位，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要着力

增强教育发展动能，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

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抄送：各单位、二级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