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
发了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年 ） 》 （以下简称
《纲要》）， 聚焦到2035年建成教
育强国目标， 对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作出全面系统部署。

教育是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

之基。 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 ，
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
《纲要》 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
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进 军 的
关 键 时刻 ， 党中央 、 国务院颁
布实施的教育事业发展纲领性
文件 。 要抓好 《纲要 》 的贯彻
落实，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
标扎实迈进。

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
育人之本， 莫如铸魂。 培养什么
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是
教育的根本问题， 也是建设教育
强国的核心课题 。 建设教育强
国 ， 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 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这
个根本任务，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德
政工程， 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
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的 重 要 途
径 。 努 力 办 好 人 民 满 意 的教
育 ， 才能更好发挥教育的先导
性、 基础性、 全局性作用。 要健
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
资源统筹调配机制， 提高教育
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提升普惠
性 、 可 及 性 、 便 捷 性 ， 加 强
近 期和中长期教育资源统筹配
置。 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和城乡一体化， 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 ， 逐步缩小城
乡、 区域、 校际、 群体差距。 要
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高中阶
段学校多样化发展， 稳步增加公

办幼儿园学位供给， 加快扩大普
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要统筹推
进 “双减 ” 和教育教学质量提
升， 持续巩固 “双减” 成果， 全
面提 升 课 堂教学水平 ， 有效提
高课后服务质量。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当前， 我国教育已由规模扩张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坚持把
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
“生命线”，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 才能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
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要办强
办优基础教育， 夯实全面提升国
民素质战略基点； 增强高等教育
综合实力， 打造战略引领力量；
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有
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
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培养

大国工匠、 能工巧匠、 高技能人
才； 建设学习型社会， 以教育数
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 塑造发展
新优势；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 筑牢教育强国根基； 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 激发教育发展活
力 ； 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
略，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
教育中心。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 要坚持系统观
念， 注重系统集成， 推动教育强
国建设行稳致远。

建设教育强国的蓝图已经绘
就。 要深刻认识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的重要性、 紧迫性， 强化使命
担当， 开拓创新、 实干笃行， 不
断开创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一
步一个脚印把建设教育强国的目
标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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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秋

■今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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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教育强国的蓝图已
经绘就。 要深刻认识加快建
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性、 紧迫
性， 强化使命担当， 开拓创
新、 实干笃行， 不断开创教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一步一
个脚印把建设教育强国的目
标变为现实。

一步一个脚印把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变为现实

让职工健康书屋更多更“火”
王志顺： 随着春运客流的逐

步增长， 老人、 儿童等重点旅客
数量增长明显 ， 为了让孩子们
“开心” 出行的同时也不影响其
他旅客休息， 近日， 国铁南昌局
福州客运段在厦门北站始发的部
分长编组列车上设置 “遛娃舱”，
并进行了 “智慧” 升级， 增加了
乐高拼装、 读书打卡、 高铁课堂
等内容。 “遛娃舱” 的出现， 满
足了旅客的实际需求， 提升了乘
车体验。 在未来， 可以进一步丰
富 “遛娃舱” 的活动内容， 为更
多的家庭在出行过程中带来便利
和温馨的体验。

记者19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2024年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3.71亿人次， 共济金额
511.54亿元。 从共济地域看， 同一统筹区 （通
常是同一个地市） 内共济3.41亿人次， 共济金
额451.02亿元； 省内跨统筹区共济3000.62万人
次， 共济金额60.52亿元。 （1月19日 新华社）

□王琪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春节临近， 年味渐浓。 看看
网购平台， 年货福利持续上新；
逛逛商超集市， 优惠折扣活动不
断。 传统与新潮交织， 线上与线
下融合， 年味里的消费市场暖意
融融 。 传统旺季叠加 “以旧换
新” 政策东风， 促进消费潜力不
断释放， 激扬澎湃发展活力。

消费一头连着民生， 一头连
着供给。 春节前后历来是消费旺
季， 是居民消费潜能集中释放的
时期， 也是新型消费快速发展的
时期。 在抓好传统年货消费的同
时， 要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促进
消费提质扩容， 满足消费者多层
次、 多样化消费需求。 近年来，

各地打造了形式多样、 各具特色
的年货消费节庆活动， 推动年货
消费潜能释放。 如开展网上年货
节、 老字号嘉年华等专项活动，
推动数字消费、 绿色消费、 健康
消费等新型消费发展， 丰富了重
点领域消费场景。

激发年货消费潜能， 要在优
化年货供给方面下功夫， 引导制
造商、零售商加强年货的定制化、
柔性化生产， 更好满足消费者个
性化需求。一方面，要支持企业依
托现代商圈、 特色步行街等城市
商业载体，建设多元化消费场景，
打造春节文化相关IP， 助推形成
体验消费热点， 打造知名消费品

牌，提升商品品质，杜绝质量低劣
产品，让消费者信得过、放心买，
增强消费信心。另一方面，要鼓励
商家推出实实在在的优惠， 加大
优惠折扣、让利促销力度，吸引消

费人群， 精准对标不同消费群体
需求，建立场景与品牌的强联系，
提升消费体验， 在年货消费场景
中增加年味和互动性， 从而更好
地促进消费。 □吴学安

杨维立： 近日， 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2025年春节假期出游提
示， 提醒游客提高安全意识， 扎
实做好出游准备 ， 注重出行安
全、 消防安全， 自觉做到文明出
游。 路上千般景， 最美是文明。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我做起， 争
当文明旅游的践行者、 推动者、
引导者， 共绘旅途 “最美风景”，
共同度过一个安全、 欢乐、 祥和
的新春佳节。

医保共济

“午休时可以来这看看预防
职业病方面的书， 还能使用测血
压、 血糖的仪器， 很方便。” 近
日，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利尔高
温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名职工告诉
记者，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 但山
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利尔高温新材
料有限公司健康书屋的人气却越
来越火热。 （1月20日 《工人日
报》）

据报道， 近年来， 日照市岚

山区总工会大力打造职工健康书
屋， 全区总布局设立36处职工健
康书屋， 已有9处打造成职工健
康书屋示范点 ， 设有 “健康书
架” “健康管理区” “健康科普
区”， 配套健康书籍、 健康器材、
云健康科普展板等， 形成了城区
15分钟健康书屋服务圈。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广大职工群众越来越向往健康幸
福的生活。 笔者以为， 日照市岚

山区总工会建好职工健康书屋的
做法， 不仅让职工就近便捷地享
受到了健康服务， 满足了他们多
样化健康服务需求， 不断提升了
职工身心健康水平， 而且职工通
过阅读书籍 ， 学习健康科普知
识， 能进一步增强职工的健康意
识， 提高自我保护和防范能力，
更好地构建了职工健康安全 “保
护墙”。 我们期待职工健康书屋
多起来、 “热” 起来。 □费伟华

1月19日， 珠海市迎新春全
民健身大拜年活动举行。 活动以
“运动迎新春， 健康谱新篇” 为
主题， 由珠海市体育总会、 珠海
市社会组织总会主办。 当天， 来
自全市各体育社会组织的队伍为
广大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
艺表演。 （1月20日 《珠海特区
报》）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
方式的变迁， 传统的年俗活动也
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珠海市迎
新春全民健身大拜年活动中， 我
们欣喜地看到， 腰鼓、 啦啦操、
抖空竹等运动形式成为了节日庆
祝的一部分， 这不仅为新春佳节
增添了别样的活力， 更折射出社
会文化的新气象和健康生活的新
理念。

将运动健身融入新年俗， 不
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
也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积极回
应。 在传统的年节期间， 人们往
往以吃喝玩乐为主， 而忽视了身
体的健康需求。 如今， 随着健康
意识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意识到， 健康的身体才是享受节
日、 拥抱生活的根本。 因此， 将
运动作为新年俗的一部分， 无疑
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也是一
种对自我健康的负责任表现。

此外， 运动健身作为新年俗
还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 它不仅
能够增强个体的身体素质， 提升
民众的整体健康水平， 还能够促
进社区的凝聚力和和谐氛围。 当
人们在运动中相互交流、 切磋技
艺、 分享快乐时， 社区的联系也
会因此更加紧密， 社会的正能量
也会因此得到传递和放大。

当然， 要让 “运动健身” 真
正成为新年俗， 还需要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推动。 相关部
门应继续加大对全民健身事业的
投入和支持， 完善相关设施和服
务体系； 体育组织应发挥专业优
势， 开展更多形式多样、 内容丰
富的体育活动； 媒体也应承担起
宣传引导的责任， 普及科学健身
知识， 营造浓厚的运动氛围。 让
我们携手努力， 让 “运动健身”
成为新年俗 ， 在运动中收获快
乐， 在快乐中拥抱健康， 让新的
一年因运动而更加精彩纷呈。

□王琦

文明出行
共绘节日旅途“最美风景”

推动“运动健身”
成为新年俗

设置“遛娃舱”
为旅客提供便利

期待年货市场释放更大的消费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