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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教育的第一
资源，是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实施高质量教育的
根本力量。在新发展阶
段，中国基础教育肩负时
代重任，迫切需要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高
质量教师队伍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历
史使命。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一个
彪炳千秋的伟大成就是，党领导
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
道路，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独具
特色的发展样式和道路蓝本。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和
理论魅力，蕴含着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小事小节上守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
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从小
事小节上守起，正心明
道、怀德自重，勤掸‘思
想尘’、多思‘贪欲害’、
常破‘心中贼’，以内无
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坚
持从小事小节上守起，从
高从严要求自己，才能筑
牢拒腐防变堤坝，自觉做
到廉洁从政

◎郭光文

全面推进高质量
教师队伍建设

◎赵婀娜

最是书香能致远
◎张久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
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
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
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阅读是
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
式，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质
的重要途径。深入推进全民阅
读，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
意义。2014 年以来，“全民阅
读”连续9次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推
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
国’”。日益完善的全民阅读体
系建设，为人们搭建起发现更
好自我的阶梯。

整合阅读资源，优质阅读
内容供给更充沛。随着信息
技术的进步、阅读研究相关
支撑学科的发展以及阅读服
务产业链的日益完备，传统
阅读资源与新兴数字化阅读
资源相互补充，为丰富人民群
众精神世界提供了宝贵养料。
红色经典和重大主题读物的
出版发行，增进了读者对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的了解。“中国
好书”“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
荐计划”等活动，让更多人在
阅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的精品出版物过程中，爱上读
书、读有所得、读有所乐。

丰富阅读场景，多元方式
让阅读更便捷。移动互联时代，
阅读有了新的场景和表现形
式。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超
过三成的成年人有听书习惯，
用耳朵“阅读”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读书新“姿态”。线下阅读与
听书等线上阅读途径相结合，
个人阅读与家庭、社区、读书
会等群体阅读相交融，公众
号、阅读APP等虚拟阅读设施
与图书馆、书店、农家书屋等
实体阅读设施相补充……不
断拓展的载体和业态，让随时
随地随心阅读成为可能，全民
阅读加速成为现实。

保障阅读权益，向阅读人

群全覆盖不断迈进。阅读是
一种行为习惯，也是一项具
体权益。从为阅读障碍者提
供盲文出版物、大字出版物、
有声读物，到保障未成年人
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残疾
儿童等群体的基本阅读需
求，为特殊群体提供精细化
阅读服务，让阅读蕴含的温
度和人文关怀触达社会的每
一个角落。在保障不同群体阅
读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
各个群体的阅读门槛，推动阅
读成为人人可享、人人均享、
人人乐享的选择与习惯，也可
为全民阅读注入更为扎实而
深厚的人文内涵。

最是书香能致远。在阅读
中传递书香、传承文明，关系
着一个人的思想修养，关系
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
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从加
强优质内容供给保障“有书
读”，到夯实硬件基础、利用
技术优势确保随时随地“读
好书”，再到开展丰富多彩的
阅读活动引导“爱读书”，推
广全民阅读不仅要在“全”上
做文章，更要在“细”上下功
夫。将书香中国建设向纵深
推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我们一
定能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打开一本书静心阅
读，加入读书小组参与读
书打卡活动，线上聆听一
场读书讲座……第二十
七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吸引人们踊跃参与，氤氲
书香助力营造全民阅读
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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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国梦”，强调总任务和主题，内在
彰显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逻辑，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提供深厚历史底蕴和目标引领。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和党的发展史，一条
鲜明主线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党领导人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强调总任务，是因为我们党从成
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
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条主线不仅把政党、国家、民
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把党的历史
使命和总任务、中国梦和共产党人百年奋斗
的主题历史性地高度统一起来，清晰呈现了
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目标，
极大激发了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使命担当，
从而凝结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凝聚
力、向心力、感召力。

围绕民族复兴这个主题和总任务，我们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根据人民愿望和事
业发展，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和主要
任务，持续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
大成就，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作出卓越贡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
大局”，团结带领人民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切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生动诠释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逻辑，为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正确道路和根本遵循。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但世
界上并不存在普世性的现代化模式。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
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近代
以来，血与火的教训告诉苦苦求索的中国人：
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振兴。历经百年求
索、接续奋斗，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走完
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实现了后发赶
超，创造了“两大奇迹”。党领导人民探索形成
了富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和
发展道路，它秉承着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
体、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理论品格，呈现出一
代接着一代不断开拓、接续推进的实践特点，
折射出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理论创新等内在
特质，是一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一
条超越西方国家现代化既定模式的新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这里，“人口规模巨
大”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前提，“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
取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揭示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后发优势，“走和
平发展道路”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
择。这些科学概括和重要论述，为全方位认
识、全过程实践、全领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坚持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注重继承
性和发展性结相合，赓续书写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为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注入勃勃生机和强大活力。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发展步伐驰而不息。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
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每一个历史
时期都有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每一代人
都有党和人民寄予的希望和责任。因此，每一
代人都要接好接力棒、跑出好成绩，走稳奋进
路、交好赶考卷。

当前，我们正阔步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要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根本保证；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价值追求；要
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这是基本路径；要坚持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这是重要遵循。我们坚信，只要
我们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迎难而上、不懈奋
斗，就一定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征程上续写新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
界现代化作出更多新的中国贡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
大计，教师为本。前不久，教育部
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新时代基础
教育强师计划》（以下简称《计
划》），力求破解教师队伍建设的
深层次矛盾，构建一套全口径、
完整链条的教师队伍建设政策
体系，系统提升我国教师的教书
育人能力，全面推进高质量教师
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施高质
量教育的根本力量。当前，我国
基础教育教师1586万人，占专任
教师总数的86%，教师数量、规模
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教师职业
吸引力有所增强，教师队伍建设
卓有成效。同时也应看到，在一些
地区，违反师德师风事件仍时有
发生，培养层次不高、培训针对性
不强、管理体制机制不够顺畅、待
遇保障不够有力等问题依然存
在。解决难点问题，需要聚焦深层
次矛盾，进行系统谋划、顶层设
计。《计划》出台的重要着眼点，正
在于夯实教师队伍建设这个教育
工作的基础，推动形成优秀人才
竞相从教、广大教师尽展其才、好
老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强师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
关键在于统筹教师培养、使用、
服务保障全过程，聚焦重点环
节、筑牢强师之基。要强培养，健
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要重
引领，完善高层次教师人才培养
机制；要促均衡，强化欠发达地
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要抓改

革，提升教师队伍治理水平；还
要赋动能，推进教师队伍数字化
建设。《计划》以高素质教师人才
培养为引领，以高水平教师教育
体系建设为支撑，以提升教师思
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水平和教
育教学能力为重点，提出新时代
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筑基提质、补
短扶弱、做优建强的思路举措，
有助于推动教师队伍建设创新。

加强后备力量，提供源头活
水，是事关教师队伍建设成效的

“牛鼻子”。《计划》提出，支持一
批师范院校加强教学科研设施
建设，建设一批国家师范教育基
地，打造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排头兵、领头雁，推进职前培养和
职后培训一体化。《计划》推动面
向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建设加大
投入，将提升师范院校“以师为
本”的意识，改善师范院校办学条
件，在师范生招生、培养、输送到
教师职后支持的全流程中，系统
性提升教师人才队伍水平。

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拥有
研究生学历的占比仍相对较低，
与新时代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需
求仍不相适应。《计划》有针对性
地提出，实施高素质教师人才培
育计划，深化本硕整体设计、分
段考核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继
续实施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
培养计划，扩大教育硕士培养规
模。提高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学
历层次，培养一大批具备创新能
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教师人才，是
提升中小学教师素质水平、增强
职业吸引力的重要抓手。大力提
升中小学教师学历水平，不仅将
满足国家教育现代化对于创新
性师资的需要，也能为造就基础
教育领域的教育家、“大先生”打
牢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高
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
育。”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基础教
育肩负时代重任，迫切需要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高质量教
师队伍建设。在《计划》的实施推
动下，一大批高素质的“大国良
师”将持续涌现，为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为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
教育强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从小事小节上守起，要有
“欲病救萌、防微杜渐”的慎初意
识。拒腐防变如同治病强身一
样，要防患于未然。有这样一个
故事发人深省。人民教育家陶行
知为了“工作方便”，特制了一件
工作服，上面缝了两个口袋，“一
个口袋放公款，一个口袋放私
款”。一次，陶行知去外地募捐，
返程搭车时放在私款口袋的钱
被盗了，他没有把募捐来的钱拿
出来垫买车票，硬是拖着疲倦不
堪的身子，坚持步行回到学校。
这段公私分明、纤尘不染的佳
话，至今还被人们传颂。在廉洁
奉公方面，从小事小节上守起，
就应当这样“苛求”自己。

从小事小节上守起，要有
“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的慎微观
念。必须清醒认识到，对待生活

小事，既不能以小视之，更不能
麻木不仁，因为它既有可能成为
思想决堤的“管涌口”，也容易成
为温水煮青蛙的“迷魂汤”。一些
干部犯错误，往往都是从思想上
的小毛小病、小枝小节和经济上
的小偷小摸、小贪小占开始的。
他们在有了一般违法违纪行为
之后，不仅不悬崖勒马、痛改前
非，反而知错不改、任其发展，甚
至心怀侥幸、铤而走险，导致最
终走上不归路。事实证明，生活
小事看似不大，但背后隐藏的祸
患不小。在廉洁从政上，我们要
从小事小节上守起，不断培养见
微知著的洞察能力，牢固树立防
微杜渐的慎微观念。

从小事小节上守起，要有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慎独精
神。辩证来看，越是隐蔽的地方
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
扎眼。而最隐蔽最细微的地方，
也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品质。高尚
的人在闲居独处、无人监督的时
候，同样是谨慎的。有些“两面
人”台面上道貌岸然，形同正人
君子；私下里偷鸡摸狗，恰是虚
伪之徒。这警示我们，要从小事
小节上守起，就要在私底下、无
人时和细微处，始终做到不放
纵、不越轨、不逾矩。

境界源于自省，名节来自修
养。在小事小节上加强防守，从
一点一滴上完善自我，要求我们
强化慎初意识、立足于早，树立
慎微观念、立足于小，发扬慎独
精神、立足于严。切实做到小事
不放纵、大事不糊涂，我们才能
够守住拒腐防变防线，炼就金刚
不坏之身。

做刚健有为的新时代青年
◎王石川

说到刚健，有关人士在新
闻发布会上提到的一个数据值
得“咂摸”。据调查，80%以上的
青年人认为，自己可以做情绪
的主人。诚然，青年人很自信，
但也会遇到挫折，短时间内有
困惑，但走出后将变得坚忍。在
网络上，“躺平”“佛系”成为热
词，而调查显示，真正“躺平”的
青年是极少数，不懈奋斗的是
大多数。青年口头语中的这种

“躺平”“佛系”，更多还是缓释
压力的调侃和情绪的表达。如

此种种，都表现出刚健是新时
代中国青年的一种特质。

刚健是一种珍贵的精神风
貌：百折不挠、愈挫愈勇是刚
健，追求远大理想、深植家国情
怀是刚健，勇担使命、奋发有为
也是刚健。白皮书称，新时代中
国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
好时期。这话不假。无论是优越
的物质发展环境，还是富足的
精神成长空间，无论是不断彰
显的社会公平正义，还是日益
完备的政策保障，都为新时代
中国青年成长成才、出力出彩
创造了优厚的条件。

新时代没有辜负中国青
年，中国青年也没有辜负新时
代。无论疫情防控还是脱贫攻
坚，无论奥运赛场还是抢险现
场，以及在“天宫”“蛟龙”“嫦
娥”等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都
能看到青年人的身影。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刚健
有为的青春就是奋斗的青春。
那些用一砖一瓦建造起高楼大
厦的青年人，那些拧好每个螺
丝、焊好每个接头的青年人，那
些在希望的田野上寒耕暑耘、
精耕细作的青年人，那些风里
来、雨里去为千家万户送去外
卖的青年人，都在用奋斗拥抱
新时代。尽管他们默默无闻、朴
实无华，但身上那种刚健有为
的气息，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实现民族复兴，需要新时
代青年刚健有为，以永不懈怠
的精神状态、永不停滞的前进
姿态建功立业。具体到每个青年

人，刚健有为也是实现人生价值
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为青年人施
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青年人
只要锚定正确方向、踩准时代节
奏，就能在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中实现精彩人生。

应该承认，中国社会并不完
美，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问
题是，哪有完美的时代？正因为
不够完美，才需要青年人刚健有
为，通过不断锤炼本领、增长才
干，来提升思想素养、身体素质、
精神品格、综合能力等，以更好地
锻造自己、改造社会、塑造时代。

同时也要看到，新时代的中
国青年也有苦闷和彷徨，也有操
心事和烦心事。从毕业求职到创
新创业，从社会融入到婚恋交
友，从老人赡养到子女教育，每
一件都需要直面、解决。对此，青
年人需要刚健有为，努力面对并
解决各种难题，也需要全社会帮
助青年人走出困惑，助力他们轻
装上阵、勇敢追梦。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专门向广大青年发出号召、提出
嘱托：“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
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诚如此言，
这是一个孕育无限可能的新时
代，也是青年人以青春之我，创
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的美
好时代。做刚健有为的新时代青
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时代
也一定会报以丰厚的馈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
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中
国青年展现了亮丽的青
春风采、迸发出豪迈的青
春激情。据介绍，这是新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
关于青年的白皮书。

如何定义新时代中
国青年的气质和风采？很
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如果把这些答案摊开，就
会发现有很多交集，比如
刚健、自信、胸怀天下、担
当有为

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依托当地海拔高、纬度低、日照长等优势，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茶叶种植，通过“党建引领+社企合作+农旅融合”的模式，不断改良品种、扩
建基地、培育茶企，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茶产业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杨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