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大会精神贯彻大会精神
率先高水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率先高水平实现教育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杨世朋）9月10日，温州市召开全市

教育大会暨第 35 个教师节庆祝大

会。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

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

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全力实施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坚定“高质量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水平打造教育

现代化强市”的信心和决心，拉高标

杆、补齐短板，深化改革、奋力赶超，

书写温州教育“奋进之笔”，共筑温州

教育新高地，为续写新时代温州创新

史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陈伟俊强调，要坚持过去、现在

和未来相赓续，弘扬温州尊师重教、

崇学信礼的优良传统，顺应群众“读

好书、上好学”的新期待，不断兴起

“大办教育、办好教育”的热潮，让每

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谱

写温州薪火相传教育史。要牢牢把

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思想政治教

育、德智体美劳培育和教育减负提质

增效贯穿育人的全过程，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学生培养成为心

灵纯洁、人格健全、品德高尚的时代

新人。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

核心追求，把握好“硬件”与“软件”、

“城镇”与“乡村”、“数量”与“结构”、

“公办”与“民办”的关系，解决短板问

题，促进教育均衡，打响质量品牌，推

动教育由数量增长、规模扩张转入质

量提升、公平优质的新发展阶段。

陈伟俊强调，要坚持把教育高质

量发展与区域竞争力提升紧密结合起

来，着力推动高等教育跨越发展、职业

教育转型升级，扩大学城联动效应，书

写大学与城市共生共荣的新篇章。要

大力培养新时代好教师，按照“四有”

好老师、“四个引路人”要求，筑牢师

德之魂，力行笃学之风，优化尊师之

策，优化从教环境，不断形成优秀人

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教

育名家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要全

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完善组

织领导体系，强化发展政策保障，全面

营造“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

民以尊教为荣，师以从教为乐，生以

成才为志”的良好氛围，开创温州教育

治理现代化新局面。

根据计划，未来温

州市将实施“高起点规

划”“高水平均衡”“高质

量育人”“高品质服务”

“高素质队伍”“高平台支撑”等“六高

工程”，做到“三优先两不减”，即优先

规划教育布局、优先建设教育设施、优

先保障教育投入，确保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支出只增不减、生均一般公共预

算教育支出只增不减。争取到2020

年，全市所有（县、区）创成教育基本现

代化，10%以上县（市、区）创成全国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到2022年，

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35%以上县

（市、区）创成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县，教育发展水平跻身全省领先

行列；到2035年，率先实现高水平教

育现代化。

温州召开教育大会提出

高水平打造教育现代化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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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陈胜伟 沈一峰）“看到国家领导人的回

信，说明国家对农业的充分重视，内心十

分激动，让我充满了责任感和荣誉感。”

湖州师范学院研究生周祖亮激动地说。

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

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

他在回信中对涉农高校办学方向提出

了要求，对广大师生予以勉励和期望。

他强调，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

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我国高等

农林教育大有可为。

此前，全国50多所涉农高校的100

多位书记校长和农林专家齐聚我省安

吉。他们在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中，

不仅汇报了围绕新时代农林学科建设

开展研讨的情况，还代表130万名农林

师生表达了肩负起兴农报国使命、为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矢志奋斗的决心。

浙江农林大学是“安吉共识——

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发布会”的主要

承办单位。该校师生第一时间学习了

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并举行座谈会，交

流学习心得、畅谈学习体会。该校党

委书记周国模说，学校将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着力创

新人才培养机制，用最新科技成果服务

现代农林业发展，主动为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发出农林声音、贡献农林智慧。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教

授陈再鸣深入学校定点帮扶的云南省普

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长期扎根脱贫攻

坚一线。他表示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勉励和期望，用更饱满的热情、更

多的科技成果，用心、用情、用力服务景

东野生菌产业发展。

“课程设计上，我们将更多考虑新农

科建设，按照新农科的要求开展研究。”

湖师院水产学科博士生导师徐奇友说，

总书记的回信使农学学科未来的发展方

向更明确了。而丽水学院中国（丽水）两

山学院执行院长刘克勤也表示，将努力

在“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高质量绿

色发展的“两山”道路上当好模范生。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也让我省涉

农高校的莘莘学子深受激励。“总书记

的话让我更加坚定了‘为农服务’的理

想信念，把自己培养成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三农’管理人才。”浙农林大

研究生岳佳说。而农村与区域发展专

业应届毕业生康佳宁则表示，下派到乡

村挂职锻炼后，会端正工作态度，不断

丰富自我，为更好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不断

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用实际行动回应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我们定会用所学技能帮助家乡

‘拔掉’穷根。”这是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12名新疆籍毕业生的誓言。今年7月，

他们毕业返乡后，通过无人机遥感技术

帮助阿克苏棉花种植区提升喷洒效率，

还帮助当地农户了解有关无人机操作、

电商创业等方面的知识技能，为地方发

展献智献力。

肩负起兴农报国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引发我省师生热议

9月11日，长兴县画溪街道长桥中心幼儿园开展
了“多彩活动迎中秋”活动，通过创作月亮纸浆画、画
一画“新时代家乡新面貌”、制作手工月饼等活动，让
孩子们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创作月亮纸
浆画场景。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吴笑丽 摄）

多所大中小学
成省社科普及基地

本报讯 近日，省社科联公布了第九批“浙江省社科

普及基地”名单，我省多所大中小学榜上有名。

它们中有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阅读与推广社科普及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博物

馆、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瓯窑

文化研究和传播中心、台州学院乡村文化保护传播中心、

丽水学院中国青瓷艺术馆，以及德清县中小学生综合实践

基地等。今后，它们将承担探索社科普及基地建设与管

理、增强社科普及基地的活力和影响力、创新社科普及工

作方式方法等任务，努力发挥资源优势，帮助提高我省人

民群众的人文社科素养。

近年来，我省不少大中小学用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

的宣传方式，向群众积极传播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社

科知识。如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编撰出版了多本学

术著作、多项成果获奖，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则培养了

中国“非洲通”和非洲“中国通”人才近千人等。

（本报记者）

海曙成立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陈朝霞 王 佳）日前，宁波市海曙

区首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成立。

据介绍，中心将为家庭监护权缺失或遭受家庭创伤等

问题的困境未成年人提供临时监护、社会救助、精神关怀、

法律援助等服务。中心由关爱基地、临时安置室及公共区

域组成，关爱基地内陈列着各类儿童图书，陶艺、布艺、油

画等艺术作品，棋类等休闲娱乐设施，供未成年人学习娱

乐；临时安置室内设置了床铺、电视等生活设施，供未成年

人使用；公共区域则包括了公园、篮球场、活动室等各类功

能性场所。

此外，海曙区宁静港湾婚姻家庭服务中心、青益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等14家社会组织成为该区首批未成年人保

护服务联盟成员。为更好地服务农村留守儿童，海曙区还

建立了儿童导师、儿童督导员等区、镇、村三级工作队伍，

提升关爱服务能力。

家乡中秋月儿圆

本报讯（记者 曹可可）9月16日

至22日是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活

动周。9月11日，我省推普周活动启动

仪式暨“颂七十华诞 抒爱国情怀”中华

经典诵读展演在浙江传媒学院举行。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语委副主

任蔡晓春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推普周

活动启动。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张其宏，

省广播电视局副书记、副局长、巡视员

单烈等参加启动仪式。今年推普周的

主题是“普通话诵七十华诞，规范字书

爱国情怀”。

此前，教育部公布了2019年中华

经典诵写讲大赛经典诵读大赛获奖名

单，我省选送的6个组别共90个作品

中，共有71个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有

8个，数量居全国第2位。启动仪式上，

来自省内大中小学校的师生带来了不

同形式的语言类节目，并将《采蒲台的

苇》《秋天的雨》《可爱的中国》等获奖作

品进行了现场展演。“我们来自一所农

村小学，能作为代表在全省推普周启幕

式上展演，深感荣幸。”义乌市佛堂镇田

心小学教师刘肖林表示，浙江作为全国

方言最为多样化的省份之一，中小学生

说好普通话非常重要，因而学校平时就

要注重培养学生对经典读物的诵读。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推普周

期间，我省将积极开展中华经典诵写

讲、第七届大学生经典诵读竞赛和《中

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浙江赛区选拔等

活动，通过举办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

料、农村文化礼堂经典诵读节目展演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国

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传播

中华文化正能量，努力在全省形成一个

与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和谐语言生活环境，为文化自信添

砖加瓦，为“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

活”贡献力量。

我省启动第22届推普周

永嘉教师亮出“八不承诺”

本报讯（通讯员 潘志存 吴少丹）今秋开学，永嘉县

教育局出台“清廉学校八不承诺”，宣传守纪守廉教师模

范，引导教师坚守清净教风。

“八不承诺”具体为：不组织或参与违规和有偿带寄读

生；不组织或参与各类违规和有偿补课、辅导、培训；不以

搭股、合伙等形式组织或参与家属和亲朋举办的各类违规

补课、辅导、培训；不组织或参与违规和有偿学前教育托管

托教；不向培训机构和个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不收

受与补课、辅导和培训等相关的酬谢、宴请、礼券；不以子

女学习名义组织或参与一切形式的集体文化补课；不得庇

护培训机构和个人从事违规补课、辅导、培训。

据介绍，永嘉县教育局通过寓教于乐、以小见大的方

式，将“清廉学校”建设宣传与漫画结合，以儿童的视角、稚

嫩的画笔勾勒校园清风。当地小画童创作了8幅主题漫

画，并制作成折页1万余份，发放到全县教职工和学生家

庭，全面遏制“开学季便是补课季”的怪相，深化“清廉学

校”建设。

近日，杭州市余杭区仓前中心幼儿园组织教职工
参加“小镇寻宝拼图”活动，把全国各省的物产“宝贝”
图片贴到祖国版图里，以增进大家对国家的认同，喜
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图为拼图场景。

（本报通讯员 夏 琴 摄）

敬告读者

本报9月16日休刊，下期出版日期为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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