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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蜀地行

西华师范大学：主题教育全覆盖解难题见真章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

务国家战略需要，聚焦人民群众所急所
需所盼，以公益普惠和优质均衡为基本
方向，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
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总体要求是，到2027年，优质均衡
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供
给总量进一步扩大，供给结构进一步优

化，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到2035年，
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经
费投入、治理体系适应教育强国需要，
市（地、州、盟）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
平显著提升，绝大多数县（市、区、旗）域
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衡，适龄学生享有
公平优质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总体水
平步入世界前列。

意见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
动城乡整体发展、加快校际均衡发展、
保障群体公平发展、加快民族地区教育
发展、提高财政保障水平、确保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提升学生资助
精准化水平、加强学生卫生健康服务、
丰富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做好毕业生就
业创业服务等11条举措。 据新华社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8部门
13日联合发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
能 提 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23—2025
年）》，提出5方面19条政策措施。推进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有何重大意义？方
案有哪些针对性政策？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和有关专家进行
了解读。

统筹解决人才培养和产业发
展“两张皮”问题

产教融合是衡量职业教育改革成
效的重要标志，是实现教育链、产业链、
供应链、人才链与价值链有机衔接的重
要举措。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王明姬分析，从实践层面来

看，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
职业院校容易“剃头挑子一头热”，部分
校企合作停留在协议层面或劳务用工
的表层，企业未能深入参与到职业院校
人才培养过程中。方案的出台回应了
教育呼声和产业需求，体现了国家推动
构建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服务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心。

当前，我国有1万多所职业院校、
3000多万名在校生，蕴含着巨大的人才
红利。

“出台实施方案，是持续深化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的内在要求，是统筹解决人
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两张皮’问题的重要
举措，对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国
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刘明在当

天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说。

启动遴选第二批国家产教融
合试点城市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遴选了首
批21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和63个
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

方案提出，梳理总结首批国家产教
融合试点城市经验做法，启动遴选第二
批30个左右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到2025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达到
50个左右，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
产教融合型企业。

刘明介绍，第二批国家产教融合试
点工作将于今年下半年启动。试点的
目的是推动各地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探索，真正拿出一批真金白银的支持政

策，让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真正成为产业
发展的“助推器”。

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
需求转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必须以产业需
求为导向。现实中，有的职业院校专业
设置与产业需求匹配度不高。

为了完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方案
鼓励引导职教院校，优先发展先进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人工智
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兴专业，加快建
设护理、康养、托育、家政等一批人才紧
缺的专业，改造升级冶金、医药、建材、
轻纺等领域的一批传统专业，撤并淘汰
供给过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消失的
专业。 （下转04版）

让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真正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解读《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

6月2日，四川南充，夏雨飘洒西华
师范大学校园。校党委书记王元君再
次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走进师
生去倾听、去调研、去分析。提高全体
党员干部的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看
清楚、想明白、干到位。学好用好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奋力谱写高水平大学建设
新篇章。”

书记校长带头，全校师生参与

自4月开展主题教育以来，校党委
书记王元君、校长陈涛带队主抓，各院
系党委书记、院长通过座谈交流、主题
党课、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进行学习。

全校迅速掀起主题教育热潮。党
员领导干部、教职工党员、学生党支部
书记、优秀共产党员、退役大学生士兵
等纷纷上讲台、进支部、进实验室。先
进的理论、鲜活的思考在全校师生中传
达，学校187个基层党支部、628个团支
部主题教育全覆盖。

推进主题教育阵地“上到前线、沉
到一线”。学校教师、全国人大代表苟
兴龙走进多个学院，引导师生系统学习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
要求。11个学校党委常委走访实习基
地，将主题教育激发出来的动力践行到
访企拓岗和校企合作中来，促进人才的
高质量培养和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

“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主题教育各
个环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王元君介绍，学校
创新理论学习方法，推动学习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调研“五个一”，畅通“最后一公里”

畅通一线师生“最后一公里”，学校
制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调查研究工作
方案》，紧扣五个调研主题、聚焦六种方
式，调查研究坚持“五个一”：一个班子
成员领学、认领一个问题、聚焦一个专
题、制定一个方案、破解一个难题，通过
主题教育学习，找到制约学校发展的共
性问题和个性问题。

作为一所有77年办学历史的老牌
师范大学，在持续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过程中，如何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和创新
支撑，是各级学院反映的一个共性问题。

王元君认领了这个问题。5月底，

他走进六个学院调研，并与教务处、人
事处、社科处、学科建设处等部门详细
沟通。

调研次日的专题会上，他再次就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问
题进行深层次研讨：“这几次调研都谈
到学科专业结构问题，我们通过主题教
育探索论证，有必要成立一个学校学科
专业调整工作领导小组，把这些纳入到
学校的宏观规划上来。”

如何建立高质量的党建，党员干部
作风如何进一步优化，学生评价体系如
何改革，就业实训基地如何改革……围
绕制约学校事业发展的瓶颈和师生反映
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确立11个主题，校
党委常委班子成员纷纷领题调研，形成
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措施清单，真正把
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抓大不放小，个别专业博士教师难

招、全国各省份生源地学生饮食习惯不
一致、考研学生作息和食堂开餐时间不
匹配等细节问题，都在调研中得到解决。

将红色基因传承融入育人全过程

南充，一片红色的热土。主题教育
中，学校将南充及川东北片区的红色文
化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生动课堂，校领
导、处级领导干部、二级纪委书记、民主
党派成员、离退休同志、科级干部分6个
批次走进邓小平故居、张思德干部学
院、张澜故居、大巴山干部学院等地，让
党员干部在红色基地中“强素质”、在廉
政展厅“筑防线”。

主题教育怎么做出特色和品牌？
王元君表示，西华师大传承红色基因和
光荣传统，用好用活校史资源，传承红
色基因，凸显教育特色和师大特色，推
进主题教育有特色见实效。

全面深入开展理论学习，营造“红
色学习氛围”；用好用足川东北红色资
源，打造“红色教育课堂”；充分挖掘思
政教育资源，锻造“红色宣讲队伍”；大
力弘扬师大特色文化，铸造“红色科教
研阵地”；广泛凝聚资源力量，塑造“红
色教育品牌”。

王元君表示，西华师范大学将主题
教育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相结合，在时
代大背景下将红色基因传承有机融入
育人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做爱国、励
志、求真、力行的时代新人，积极为写好
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西华师大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苏定伟

西华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

西华师范大学2023年思政课“一课一诵”决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