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全
国人大代表、 民建中央对外联
络委员会主任、 北京林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林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
认为乡村振兴应该有一个统
一 标 准 ， 明确振兴的路径 。
同时， 他特别强调， 乡村振兴
靠教育， 提倡利用技术手段推
广城乡 “共上一堂课”。

李晓林介绍， 他一直关注

扶贫以及脱贫攻坚的相关工
作， 从企业的角度为乡村振兴
做了很多工作。 近年来， 脱贫
攻坚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
但乡村振兴仍有大量的工作需
要进行。

他表示， 乡村振兴教育优
先， 让孩子能享受到优质的教
育资源非常重要 。 现 在 逐 步
通过技术的手段已经能够让
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与大城市

的孩子 “上同样的课”。
“我们和中国教育电视台

合作 ， 请北京最好的老师讲
课， 西部的孩子通过电视就
能听到最好的课 。 受疫情影
响， 大家对网课的接受度也越
来越高 ， 通 过 这 样 的 方 式 ，
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和大城市
的孩子们一样享受受到优质教
育的机会。” 李晓林说。

本报记者 周美玉

王铮代表：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全
国人大代表， 北大附中教育集
团总校校长、 北京大学附属中
学校长王铮提出了 “完善学校
教育立法 实现协同育人目标”
的建议。

“很多朋友比较关心， 政
府工作报告里提到的 ‘协同育
人 ’ 如何落地 。 ” 王铮表示 ，
教育要建成一个体系， 需要一
定的法制基础 。 “在立法方

面，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 、 家庭教育法 、
学前教育法等立法， 就是在协
同育人方面的进一步提升 。 ”
但是王铮也表示， 立法工作仍
有欠缺， 比如高中阶段就没有
专门的立法。

王铮说， 协同育人目标的
落地还需要完善相关方面的立
法， 如尽快建立学校法或者学
校教育法。 “校园霸凌、 手机

管理、 家长帮助批改作业等问
题， 实际上都应当用法治的观
念达成共识 ， 实现家校共育 ，
最终解决这些问题。”

王铮认为， 应当通过立法
的方式， 更加具体细致地确定
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
育的整体关系， 凝聚共识， 规
范各自的行为， 让学生在公平
和高质量的前提下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李晓林代表：

在立法层面促进“协同育人”落地

产业发展 ， 人才是关键 。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
大代表 、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杨元庆提出了 “关于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 推动职业教
育 创 新 融 合 发 展 的 建 议 ” 。
“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 促进
‘中国智造 ’ 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 杨元庆说。

“希望通过一系列政策扶
持， 能够提升职业教育质量 ，
培养更多 ‘紫领’ 人才， 在数
字化、 智能化浪潮催生的新业
态、 新模式中发挥出更大的才
能。” 杨元庆代表表示。

所谓 “紫领人才 ”， 是指
符合智能制造要求的， 既熟悉

实际制造流程又了解相应技术
理论， 兼具动手操作能力和管
理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作为 “六稳” “六保” 的
关键一环， 职业教育对保持就
业稳定 、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
盾、 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 2020年12月 ，
教育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
在现代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一线
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
业院校毕业生。

“十四五 ”规划建议提出 ，
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 ，深
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但目前，
我国职业教育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行业发展
还面临社会认可度有待提高 、
兼具理论和实践教学能力的
‘双师型’教师短缺 、行业企业
参与办学意愿和动力不足等问
题。 ”杨元庆说。

杨元庆认为， 应大力弘扬
工匠精神， 拓宽职教学生就业
渠道， 适当放宽职业教育毕业
生在就业环节中的限制性条
件；制定“双师型”教师标准，落
实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 提高
福利待遇 ； 发挥行业企业优
势， 激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
内生动力。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杨元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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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紫领人才” 助推“中国智造”

推进京滨城际在三到四年时
间内通车， 对S2线等市郊铁路进
行通勤化改造……在今年全国两
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铁路
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赵春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介绍， 接下来的几年， 京津冀的
铁路将有较大变化， 交通网越织
越密。

赵春雷代表介绍 ， “十三
五” 期间， 京津冀相关的铁路发
展非常迅速 ， 近期京雄城际 、
京哈高铁也相继通车。 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 （草案）》 中， 涉及京
津冀的铁路项目非常多， 明确提
出要求 “高标准建设轨道上的京

津冀”。
赵春雷说， 近几年来， 京津

冀的高铁网络正在进一步完善，
城际铁路、 市域铁路以及市郊铁
路都在快速推进， 逐步推进了北
京都市圈的发展。 同时， 部分普
速铁路也开始转型 ， 实现更多
“公转铁” 的货运功能， 将为碳
达峰做出贡献。

接下来， 轨道上的京津冀将
进一步发展。 京雄商高铁雄安至
商丘段获批， 目前已经启动。 同
时， 争取雄安—忻州—太原段实
现开工建设。 另外， 今年北京还
将推进市郊铁路通勤化开行， 满
足市民通勤需求。 赵春雷表示，
具体方式上， 将采取 “小编组大
密度” 的形式对现有市郊铁路进

行改造。 目前， 正在和北京市交
通委进行对接， 将很快进行市郊
铁路黄土店至南 口 段 的 改 造 ，
满足通勤需求 ， 同时在改造过
程中解决现有铁路穿行问题， 杜
绝安全隐患。 针对城市副中心线
的通勤化开行也正在调研和研究
中。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将越织越密

“前段时间我
们到县医院调研 ，
那 里 的 医 生 很 苦
恼， 做科研、 发论
文压力太大。 我觉
得， 没有必要所有
的 医 生 都 去 做 科
研， 尤其是基层医
院的医生， 应该集
中精力把病看好。”
7日上午 ， 在四川
代表团分组审议现
场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四川省成都市
第三人民医院骨科
主任梁益建的一番
话引起热烈讨论。

针对看病难 、
看病贵等问题， 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 健全公共卫
生应急处置和物资
保障体系， 深化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 ，
扩大国家医学中心
和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试点， 提升县级
医疗服务能力。

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医务
人员， 梁益建认为， 要提升县级
医疗服务能力， 就应当给医生们
“减负松绑”， 让他们集中精力加
强临床诊疗， 而不是把工夫花在
写论文上。 与科研、 论文高度相
关的评价机制， 在某种程度上甚
至会催生学术造假等乱象。

“你说得有道理。 不仅仅是
县医院， 现在各家医院都在忙着
做科研。 有医生反映说， 看病压
力不大， 论文压力大。 这是个导
向问题， 不能让大家都奔着论文
去、 奔着指标去。”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
洋说。

“医生该忙看病还是该忙论
文？” 有代表这样说， 目前已经
有医院正在探索相关改革， 试行
教职人员分系列管理、 分类评价
聘任的制度 ， 还有医院建立了
“临床教授体系 ”， 让科研归科
研、 临床归临床。

“考核评价和晋升机制应该
有所调整 ， 进一步破除 ‘唯论
文’ ‘唯学历’ 等问题。”

“要建立健全分级诊疗体
系， 让全科医生在基层做好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疗转诊。”

……
代表们纷纷发表意见。
从科研和临床的平衡取舍，

到考核评价机制的完善、 公立医
院改革， 再延展到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 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一个小
时。 在交流和碰撞中， 代表们的
思路更加清晰， 不少好的观点被
吸纳到将以书面方式提交的建议
中。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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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技术手段推进城乡“共上一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