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减”政策三年来实施情况如何？调整本科专业设置出于何种考虑？如何培
养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举行的“推动
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回答了公众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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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培养工匠的沃土。
针对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
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
巧匠、高技能人才，吴岩提出了四项
重点工作。

——推进职普融通。在普通中
小学实施劳动教育、职业启蒙教育，
开设职业体验、技能类课程，从小培
养学生掌握技能的兴趣爱好。推动

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课程互选、
学分互认。进一步完善职教高考内
容与形式，优化中职学校与高职学
校、职教本科、应用型本科学校的衔
接培养模式。

——深化产教融合。做实“一
体”（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建强“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
产教融合共同体）。提高技能人才培

养与地方经济结合的紧密度、与行业
企业发展需求的适配度。

—— 提 升 办 学 能 力 和 培 养 质
量。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深化
产教融合，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
材、师资、实习实训基地等关键要素
改革。

——创造良好环境。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让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深入人心。
卓越工程师是实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国家战略型人
才。怀进鹏透露，最近将召开卓越工
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我
们还将发布中国的卓越工程师培养
标准，加强国际合作，为世界工程教
育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双减”政策三年来实施情况如何？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

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学生资助覆盖全学
段，累计达到 14 亿人次；营养改善
计划惠及 4.2 亿人次……发布会上，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分享了一组数
据。“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更加充
实。”他说。

“双减”事关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双减”政策自 2021 年 7
月出台以后，备受社会关注。

教育部副部长王嘉毅介绍，三年
来“双减”工作可概括为“双降双升”：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
大幅度下降、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下降；自愿参加学校课后服务
的学生比例提升到 90％以上、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教学质量明显提升。

推进“双减”目的是“双升”，促进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
持续巩固‘双减’成果，营造良好的教
育生态。”王嘉毅说。

针对社会关注的中小学课间活
动时间问题，王嘉毅表示，一些地区
课间时间延长，是落实“健康第一”理
念的有效抓手，要保障中小学生每天
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2 小时，每
天保证一节体育课，另外课后再锻炼
一个小时。

教育强国建设是人口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工程。教育部副部长王光
彦表示，要进一步优化城乡学校布
局，促进学校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在
区域内统筹调配、交流轮岗，以教育
数字化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共享。

1.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优质资源广泛共享

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
根。近期一些高校调整了本科专
业，在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如何科学合理调整和优化本
科专业设置？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发布会上
披露，12年来，我国新增本科专业布
点数2.1万个，撤销或停招不适合经
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数 1.2 万
个。今年增设国家战略急需专业布
点1673个，撤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的专业布点1670个，调整力度空
前。

下一步，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将
在提高本科专业建设与国家战略急
需的适配度、提高高校特别是地方
高校专业建设与区域发展的适配

度、提高本科专业建设与学生全面
发展的适配度上下功夫。

在推进高校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方面，怀进鹏表示，教育部将通过实
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
支持高校更有效发展；在技术转移
和成果转化方面建立有效机制，既
要把已有知识和实践中的问题进行
有效结合，也要把创新成果和产业
需求相结合；支持鼓励一批青年教
师深入到长周期的基础研究和学科
交叉研究中。

此外，还要加强“留学中国”品
牌和能力建设，特别是“双一流”大
学，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来华学习、来
华交流，提升世界重要优秀人才培
养和聚集能力。

2.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配机制

3.培养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

今年 9 月以来，兰
州市统计局广泛深入
开展兰州市统计法规
宣传月活动，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宣传月期间，兰州
市统计部门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先后在兰州
市市民广场以及兰州
市东岗东路街道、雁南
路街道、酒泉路街道等
多个社区开展普法宣
传，面对面向市民群众
宣讲统计法规。截至
目前，已向广大市民群
众免费发放《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等相关
宣传资料 2000 多份。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 玄丝雨 摄

兰州市扎实开展
统计法律法规宣传月活动

在《新农人的丰收节》特别节目中，
把“家”搬到沙漠里的仲麟、“栗”志要为
家乡扬名的韩文亮、拿下草莓金牌的硬
核“00 后”赵月作为新农人代表受邀来
到直播间。他们分享的返乡创业的故
事，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对家乡的无
限热爱。

“95 后”治沙青年仲麟，来自甘肃民
勤，大学毕业后，他毅然选择返乡，一边
探索农村电子商务，一边开启公益治沙
之路，并通过快手平台记录着家乡一点
一滴的变化。4年时间，仲麟带着他的团
队在腾格里沙漠西部种植梭梭树，公益
造林4000多亩；金秋大漠奏响丰收乐章
的之际，“栗”志要为家乡扬名的快手新
农人韩文亮，也在直播间分享了她的故

事。为了让青龙板栗香飘四海，韩文亮
在 2021 年返乡创业，创立共享直播间，
帮助栗农成为“板栗主播”，通过电商新
媒体的形式破解农产品出山进城难题；
作为一名硬核“00后”，来自辽宁东岗的
赵月毕业后选择回家，接过父母手中的
种植大旗，成了一名草莓种植户。虽然
年纪小，但谈起草莓种植，赵月的专业知
识储备十分硬核。“希望通过自身行动带
动年轻人回乡创业，让他们也爱上土地，
相信土地的力量。”她在直播中说道。

随着农业数字化的发展，快手平台
上涌现出了越来越有知识、有技能、有追
求、有情怀的新农人，并逐步成为乡村振
兴的中坚力量。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永生

丰收节助力沙漠治理
快手直播向甘肃新农人
捐赠18万棵梭梭树

金穗飘香，稻浪翻滚，处处都是满载希望与喜悦的丰收画卷。9月22日
秋分日，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快手联合农民日报推出《新农人
的丰收节》特别节目，通过直播的形式与天南海北的朋友一起话丰收，并向
甘肃新农人仲麟赠送了18万棵梭梭树，共同助力“沙退绿进”。

“甘肃记忆”图片展亮相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王夏菁)一张图片，记载着一个故事；一张
图片，讲述了一段历史；一张图片，也唤醒
了一份记忆。9月27日，第四届陇韵书香
季“故纸记忆”系列——“甘肃记忆”图片
展在甘肃省图书馆拉开帷幕。

步入展览现场，仿佛踏上了一段穿越

时光的旅程。旅游文化、历史遗迹、民俗
风情、科技农业、经济建设、城市变迁、时
代楷模……7 个部分、65 个版面、千余张
图片，带领现场观众走进甘肃的历史，欣
赏壮丽的风光，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见
证甘肃的发展历程。

据悉，该图片展将持续至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