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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6日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

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

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

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

女，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女同胞和海外

女侨胞，致以节日祝福和美好祝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张运凯、蔡光洁、郑家建、徐坤、崔亚丽、马景林等 6位
委员，围绕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

置、打造儿童青少年阅读生态、推进国家教育智联网建设、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依托学校课程弘扬传统文化等作了发言。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同大

家一起讨论，听取意见建议。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各位委员，并向

广大民盟、民进成员和教育界人士，向广大政协委员，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人民政协紧扣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民盟、民进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聚焦中心

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参与社会服务，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广大教育界

人士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建设，推动“五育”并举、立德树人迈出新步伐。

习近平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必须坚持正确

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

聚焦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德育贯穿于智育、

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全过程。要坚持思政课建设和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同步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

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把德育工作做得更到位、更有效。

习近平指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根本

在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确立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有效发挥指挥

棒作用。要完善学校管理体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提升依法

治教和管理水平。要着眼现代化需求，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统筹基础

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统筹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建立健全更加

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习近平强调，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

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要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

破计划，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要完善人才

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要实施国

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建设学习型社会，推动各类型各层次人才竞相涌现。

习近平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人心、凝

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广大

民盟、民进成员和教育界人士要发挥自身优势，更好支持参与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贡献智慧和力量。

石泰峰、丁仲礼、蔡达峰、胡春华、王东峰、姜信治、王光谦、朱永新

等参加联组会。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强调

强 化 教 育 对 科 技 和 人 才 支 撑 作 用
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生动局面

王沪宁蔡奇参加看望和讨论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
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女同
胞和海外女侨胞，致以节日祝福和美好祝愿。

■习近平强调，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
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
性支撑作用。要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
计划，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效能。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
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要实施国家教育
数字化战略，建设学习型社会，推动各类型各层次
人才竞相涌现。

3 月 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

和建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有关“杭州六小龙”的追问，追到了全

国两会的现场。

“之前，不少地方追问为何本地没有‘六

小龙’。我们也应思考，为何像 DeepSeek这种

具有标志性意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成

果，没有诞生于教育与社会资源丰富的高校

或研究机构，而是出自民营企业？”3月 5日，

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科协界别小组会

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

京大学教授魏悦广抛出的问题激起涟漪。

“这是个好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症结到

底在哪里？”一旁的委员说。

“要有个好生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

学院院士王怀民一针见血。

他以作物种植比喻：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

的生态，适合不同种类的“苗”生长，“你不

能种水稻了，还惦记着人家怎么玉米种得

好”，要考虑如何耕好自己的田，怎样创造更

优的创新环境。

魏悦广说，尽管高校和科研机构掌握充足

的资源，但资源分配机制存在结构性矛盾，过

度依赖“重点支持”，而颠覆性的创新往往在

非重点领域萌生。

他进一步剖析结构性矛盾：高校科研机构

追求短期量化成果，如论文、专著及其“影响因

子”等，而源头创新需长期投入与容错空间；学科

壁垒与功利导向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

“最核心的问题是人才及科技成果的评价

机制。”魏悦广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此前

有机构按学科分类评价，但因学科分类多、具

有多重性与交叉性等特征，评价繁杂、操作困

难，且难以摆脱“五唯”主导、做到不“量化

论人”。科学研究应基于扎实的专业知识探索

新规律、新概念等，攻克技术难关，解决国家

和社会重大需求。

为此，魏悦广建议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

才和科技成果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

进行评价。基础研究类围绕科学前沿探索、自

然规律探究等；应用研究类重在解决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技术创新等。两类评价体系采用不

同成果形式和考核周期，

确保评价准确科学。

在他看来，这种分类，

既符合科研活动的本质规

律，又能解决当前评价体

系“单一化”弊端，让基础

研究者坐得住“冷板凳”，

应用研究者闯得进技术

“无人区”。 （下转3版）

“杭州六小龙”引发创新生态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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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6日下午，北京，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

济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右二）回答记者提问。郑

栅洁在记者会上表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将很快发布实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樊未晨 邱晨辉
尹希宁 胡春艳

3 月 6 日下午，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了参加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

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

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

建议。联组会上，张运凯、

蔡光洁、郑家建、徐坤、崔

亚丽、马景林等 6 位委员，

围绕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

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基础

教育资源配置、打造儿童

青少年阅读生态、推进国

家教育智联网建设、推进

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依托学校课程弘扬传统文化

等作了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邮电大学校长徐坤表示，

自己深切体会到习近平总

书记对推进人工智能技术

与教育深度融合有非常深

邃的思考和十分清晰的思

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

我们做好今后的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 每 位 发 言 人 发 言 完

毕，习近平总书记都会与

大家亲切交流，”全国政协

委员、天津城建大学校长

王 中 良 说 ， 作 为 高 校 校

长，一定会认真学习领悟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努力把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作为学校最重要的任

务来抓。

同是来自高校的全国政

协委员，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党委

书记刘思金也备受鼓舞。

刘思金说，学校在强化新

医科建设方面，以国家需

求为牵引，聚焦健康中国

建设需要，布局了以医学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学

科专业，探索“人工智能+
医学教育”新模式。践行

“三早”教育理念，让学生

尽早感受真实临床环境、尽

早培养科研素养、尽早将专

业知识运用于实践。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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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杨依军

正值惊蛰，春意萌动，万物生长。3月 5日下

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

“90后”的李肖娜代表，已经是一名老社区工作

者了。自从大学毕业，已经在基层一线工作了12年。

她所在的海连社区位于连云港市老城区，

这些年，从一个硬件差、设施旧的老社区变成

了远近闻名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我担任社区书记时只有 27岁，刚开始有

人不认可，说一个小丫头能干什么？”面对总

书记，这名社区书记讲起自己的故事，“我就

暗下决心，从更换破损窗户到修剪草坪，从加

装电梯到解决停车难……用心用情办好社区居

民关注的事情，以真心换民心。”

总书记亲切地说：“你在社区里干了这么

久，很踏实。社区书记是‘小巷总理’，管的

事特别多，很不容易。”

“社区规模有多大？改造得怎么样？加装

电梯普遍吧？老百姓意愿强吗？”对社区里的

事，总书记问得十分细致。

胸怀“国之大者”，心系“民生小事”。家事国

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从社区治理谈到社会工作，总书记进一步

指出：“社会工作一定要加强，对这些年出现

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

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

“百戏之祖”昆曲传唱 600 年，历史上几

度式微，乘着新时代春风，正发出盛世强音。

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的柯军代表 12 岁
学习昆曲，在这一行摸爬滚打 40多年。在发言中，

他谈到了守正创新让传统戏曲重焕光彩的体会。

“保护传承戏曲艺术，既要不忘本来，又要开

辟未来。传统戏曲只有扎根人民，才能枝叶常青。”

柯军介绍：“青春版《牡丹亭》，20多年演出 500多
场，收获观众百万，无数年轻人被‘圈粉’，一出戏

普及了一个剧种。”

“青春版 《牡丹亭》，确实年轻人爱看。舞

台、服装、人物，都非常美。”总书记肯定道。

（下转2版）

始 终 保 持 弄 潮 儿 的 角 色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