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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场“代表通道”采
访活动。 新华社发

踏上新的征途，初心和梦想历久弥
坚。

7日14时许，人民大会堂新闻发
布厅，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
场“代表通道”如约开启。6位全国人
大代表分享奋斗逐梦故事，畅谈履职
心声，向世界传递出坚定自信的中国
声音。

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月球
和火星探测我们起步晚，需要向先行
者、先进者学习，但绝不是亦步亦趋效
仿别人，而是要把握科技发展规律，敢
于创新、敢为人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
代表第一个走上通道，分享他从事月球
和火星探测器设计研制工作的感受。

从嫦娥三号突破着陆自主避障技
术和月夜生存技术，到嫦娥四号在月球
背面成功软着陆和巡视探测，再到“天
问一号”实现对火星的环绕、着陆和巡
视探测……孙泽洲与他的团队脚踏实
地、勇毅前行，以航天梦托举中国梦。

“作为一名航天人，我始终牢记党
和国家在新时代赋予航天强国建设者
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孙泽洲说，“天问
一号”跨越发展的背后，既有国家科技
实力的底气，也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同
时离不开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

“未来，我们将继续向浩瀚宇宙进
发，为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和航天强
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孙泽洲话语
坚定。

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

长薛其坤代表带领研究团队发现了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国际量子物理领域
取得重大科学突破。“党和国家对科教
事业的高度重视，不仅使中华民族走上
富强之路，也成就了我们这一代科学教
育工作者。”薛其坤说，国家的不断富
强，给科学家攀登科学高峰、冲击世界
科学难题提供了强大支撑和良好条件。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231米！这是目前海底钻机在海

底实际钻探深度的世界纪录，由湖南
科技大学“海牛”科研团队研发的“海
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
统创造。

作为“海牛”科研团队的负责人，湖
南科技大学海洋重点实验室主任万步
炎代表讲述了他们团队如何克服重重
困难，研发出我国首台深海浅地层岩芯
取样钻机，见证了我国深海资源与地质
钻探装备与技术从无到有、从落后到追

赶再到超越的转变。“国家落后于人的
地方，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他说。

“所有核心关键技术都是自主研
发，目前我们拥有150多项国家专利、
16项国际发明专利，深海资源与地质钻
探的核心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
自己手里。”万步炎自豪地说。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同时，
也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
里”。

“去年7月，我们研制的高性能温控
器件搭载中科院自行研制的火箭和卫星
顺利升空，首次实现国产温控器件空间
在轨验证。”来自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的孙东明代表与大家分享了这一消息。

这背后离不开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的支持。孙东明介绍，他们的科研成果
很快实现了落地转化，从项目选址到建
成投产只花了三个月，目前温控器件的
月产能已突破30万枚。

这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仅仅是创
新创业沃土里的一棵新苗。孙东明说，
目前我国已打破国外对高端温控器件的
垄断，这些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车载激光
雷达、探测器面阵以及生物医疗等领域。

追逐梦想的路上没有捷径，要志
存高远，也要脚踏实地。这一点“中
国天眼”FAST总工程师姜鹏代表深
有感触。

为建设当今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
口径射电望远镜，姜鹏一头扎进贵州大
山深处，并与之相伴14年。在团队的不
懈努力下，一个个难题被攻克，看似天
马行空的设想终于落地为“国之重器”。

“我们目光所及是星辰大海，但走
的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姜鹏说，要想
保持FAST在国际竞争中来之不易的
领先优势，要扎扎实实解决一些关键技
术问题，不断提升望远镜性能。

为梦想永不止步的不仅是科技工
作者，还有很多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
青海省西宁市兴海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刘小蓉代表就是其中之一。她在通道
上讲述了帮助居民解决“揪心事”和“老
大难”问题的故事。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刘小蓉说，希望通过一点一
滴的服务和努力，让百姓切切实实感受
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开花结果的生
动体现。

前程壮阔，使命催征。代表们传
递出的心声和信心，凝聚成勇攀高峰、
拼搏奋进的力量，努力创造更加灿烂
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7日早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二场“委员通道”开启，8位全国政协委
员走进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其中，住
川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
事长苏华分享了两个在四川调研中收集
的职教案例。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
连。如何打破技能人才的“天花板”，让职
教人才升学有道、就业有门、创业有方？
苏华表示，要完善职教高考，扩大职教本
科招生规模，拓宽成长成才通道，让现代
职教体系“立起来”。

大量调研案例
职业教育既能顶天又能立地

2022年苏华在四川开展了大量调
研。在黄继光的故乡——四川中江，他
去了当地的职中，了解到一位名叫刘旭
中的职教学生，通过职教高考考上本科
学习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一家人工智
能公司工作，还获得了专利，发展得很
好。

在四川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德
阳市旌阳区高槐村，有一批经过职业培
训、掌握实用技术的返乡创业人才，成
为了当地农村致富的带头人，通过发展

电子商务、文化艺术、乡村旅游产业，不
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还吸引越来越多
的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

苏华表示，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
力依然较大，职业教育，可以为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质量与需求适配度高的创
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去年，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我国技
能健儿捷报频传，一名‘00后’小伙刮腻
子刮成世界冠军，引起大家的关注，所

以说，职业技能教育既能顶天，又能立
地。”苏华说，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
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
的灵魂。

“单键弹不出七个音符”
建议扩大职教本科招生规模

苏华是职业教育的一名“老兵”，致
力于职业教育发展33年。在过去五年
中，苏华提交多份与职教相关的提案，
其中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交
的《关于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
中的作用的提案》获评优秀提案。他认
为，应深化“知识+技能”职教高考制度
改革，扩大职教本科招生规模，构建中
职、高职、本科和硕士纵向贯通的人才
培养体系，为经济社会造就需求匹配度
高的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传承技术技能的重要职责，
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主力军。一步
走不出两个脚印，单键弹不出七个音
符。”苏华表示，只有“政府、行业、企业、

学校”四轮驱动，校企协同育人，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才能谱写出中
国制造的和谐乐章。

发挥职教产教融合优势
为高质量发展“增效”

“产以教兴，业以技强”。苏华建
议，职业院校需要围绕国家制造强国、
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需
求，瞄准技术变革方向，深化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

过去几年间，苏华走访了北京、上
海、四川、陕西、湖北等地，了解到我国
人才结构性矛盾，各大企业高级技术技
能人才紧缺，产业转型困难。对此，他
提出建议：建立职业院校专业自主诊断
和教育行政部门督导监测的联动制度，
支持学校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
低、职业岗位消失的专业，开设更多紧
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
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探索
建立产业人才数据平台，发布产业人才
需求报告，促进职业教育和产业人才需
求精准对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
杰 柴枫桔

3月7日，住川全国政协委员苏华
在“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中接受媒
体采访。 新华社发

“职业技能教育既能顶天，又能立地”
全国政协委员苏华亮相“委员通道”分享四川职教案例

分享奋斗逐梦故事
向世界传递坚定自信的中国声音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场“代表通道”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