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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晖在全省教育大会上强调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施小琳主持 田向利于立军出席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立东 付真卿）11月18日，全省教
育大会在成都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晓晖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
要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紧紧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教育强省
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提供有力支撑。

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琳主持会议；
省政协主席田向利，省委副书记、组织部
部长于立军出席。

王晓晖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辛勤耕耘在全省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
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职工表示衷
心感谢和诚挚问候。他指出，教育是国
之大计、党之大计，是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习近平
总书记围绕建设教育强国发表一系列重
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特别
是今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深刻指明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系
统阐释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路径，科
学部署了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任务，鲜

明强调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保证，为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行动纲领，为
我们做好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总书记对四川教育事业发展高度重视，
每次来川视察都作出重要指示，给予精
准把脉和悉心指导。我们要把学习贯
彻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与对四
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坚
决贯穿到全省教育改革发展全过程各
方面，确保四川教育事业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前行。

王晓晖指出，四川是教育大省，在全
国教育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
来，我们坚持把教育摆在全省工作大局
的重要位置来抓，扎实推进各级各类教
育发展，各方面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当
前，四川已经开启现代化强省建设的
新征程，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从量的供
给转向质的提升的新阶段，现代化建
设对教育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人
民群众对教育公平和质量有了新的更
高期待，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强省必先强教，
要着眼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省目标，加快建设教育强
省，到2027年取得阶段性成效，到2035
年建成立德树人强、培养体系强、支撑
引领强、影响辐射强、动力活力强的教
育强省。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准确把
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牢牢把握教育

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积极
推进教育现代化，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为服务四川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贡献教育力量。

王晓晖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统筹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各项任
务落地见效。要坚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
强“大思政课”建设，以身心健康为突破
点强化“五育并举”，加大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推广力度，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
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要推动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分类推进高
校改革发展，优化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
整机制，大力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教
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要提升教育公共
服务质量和水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扩
大优质资源供给，巩固提升“双减”成果，
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推动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
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让教育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建设
高水平专业化教师队伍，把师德师风建
设摆在首位，着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统
筹优化教师管理与资源配置，不断提高
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要
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和开放合作，统
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

保障机制改革，扩大各层级各类别教育
开放合作，深化东西部教育协作，充分激
发教育发展动力活力。

王晓晖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
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汇聚推进教育
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要完善教育领导
体制机制，严格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
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坚持和完善
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共同营造
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要构建良好教育
生态，科学设计教育评价指挥棒，形成学
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
持的育人格局。要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
线，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深入细致做
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加强学生欺凌和
暴力行为防范处置，全力维护师生安全
和校园稳定。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
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当好学生成长
的引路人、甘做无私奉献的“大先生”，努
力培养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
栋梁之材。

会上，教育厅、成都市、阿坝州、四川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东方电气集团东方
电机公司先后作交流发言。有关省领
导，各市（州）党委或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单位）和部分中央在川单位、部委属在
川高校及省属高校院所负责同志，教师
和学生代表等参加。

（上接02版）
巴西弗卢米嫩塞联邦大学研究员马

娅拉·阿劳若说，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
中提出“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这一提议正当其
时。“近年来，巴西政府出台‘加速增长计
划’‘新工业计划’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
略规划，中国正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巴西发
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无
疑将促进两国合作提质升级，带来更多
发展机遇。”

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健康安
全环保部主任里卡多·费利克斯曾在
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巴西时，见证两
国元首共同签署《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
电项目合作协议》。他对习近平主席在
署名文章中提议两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
示范性项目深有感触：“美丽山项目利用
了巴西丰富的水力资源，东北部特高压
项目则利用当地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

为巴西东南部用电多的经济发达地区供
电，增强了巴西电网稳定性，极大地推动
巴西低碳转型进程。”

巴西《商业观察报》设有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专栏，发表了大量中国与广大

“全球南方”国家共谋发展的新闻故事。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彰显中
巴团结互助大国担当”，引发该报总编辑
马科斯·奥利维拉强烈共鸣。“作为西半
球和东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同为
金砖国家，巴中两国是推动世界多极化
进程的重要力量，有条件也有意愿与广
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推动建设一个人
人享有机会的平等世界。”

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强调，巴

西总统卢拉将“抗击饥饿与贫困”作为二
十国集团里约热内卢峰会的主要议题，
倡议成立“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
中方高度赞赏并将积极支持，期待在二

十国集团历史进程中留下鲜明的“巴西
印记”。

“我认为这体现了两国在抗击饥饿
和贫困领域的理念高度契合。”巴西圣
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科斯·
皮雷斯说，“中国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
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
家树立典范。期待在峰会上听到习近平
主席阐述更多中国减贫经验和主张，这
对全球减贫事业发展至关重要。”

巴西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安娜·加西亚说，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
势趋紧、地区冲突频仍的背景下，习近平
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并支持峰会取
得成功尤为重要。这表明中方愿与巴西
一道努力寻求多边合作，就携手应对全
球重大挑战达成共识。

多国专家指出，习近平主席在署名
文章中多次提到“全球南方”，支持“全球
南方”国家实现更大发展，呼吁提升“全
球南方”代表性和话语权。相信中巴两

国作为主要发展中大国，在国际舞台上
携手合作、共同发声，必将进一步壮大

“全球南方”力量。
“我相信，本次峰会将听到更多‘全

球南方’的声音，各方将围绕贫困、饥饿、
环境和不平等等紧迫议题进行讨论，推
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政治与社会科
学学院研究员玛丽安娜·埃斯卡兰特说。

对于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
峰会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大动力
和更强信心，印尼-中国伙伴关系研究
中心主任韦罗妮卡·萨拉斯瓦蒂表示高
度认同：“希望本次峰会能在绿色经济、
粮食安全和经济包容性等方面达成共
识，以应对气候变化、卫生和能源危机
等全球性挑战。相信中巴作为世界主
要发展中大国，将积极促进对话和多边
协作，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
的全球发展。”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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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蒙）11月18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第三十一批群众
信访举报件225件（来电举报66件，来信
举报159件），其中重点关注10件。

从信访举报件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类
型来看（一件举报可能涉及多种问题类
型），涉及大气75件、水33件、噪声53件、
土壤14件、生态14件、辐射1件、其他类
型35件。

从区域分布上看，成都市113件，自
贡市12件，攀枝花市2件，泸州市7件，德阳
市19件，绵阳市8件，广元市1件，遂宁市2
件，内江市4件，乐山市3件，南充市15件，
宜宾市6件，广安市3件，达州市5件，雅安
市10件，眉山市6件，资阳市4件，凉山州2
件，省级3件。所有举报件均已及时转交
相关市（州）和省级相关部门处理。

截至11月18日10时，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省转办群众信

访举报件5687件（来电2507件，来信3180
件），其中重点关注385件。各地累计信访
举报件为：成都市3340件，自贡市124件，
攀枝花市110件，泸州市114件，德阳市
210件，绵阳市186件，广元市64件，遂宁
市75件，内江市125件，乐山市140件，南
充市196件，宜宾市170件，广安市101件，
达州市128件，巴中市38件，雅安市108
件，眉山市200件，资阳市81件，阿坝州20
件，甘孜州19件，凉山州95件，省级4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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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四川移交第三十一批信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