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大关键词

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
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
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
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
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必由之路

二十大特稿

总书记殷切嘱托在贵州大地

教 育 是 国 之 大 计 、
党之大计。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
建 设 高 质 量 教 育 体 系 ，
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
育公平。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
来 的 十 年 、 展 望 未 来 ，
我省出席党的二十大代
表 纷 纷 表 示 倍 感 振 奋 、
备受鼓舞、信心满满。

“教育让大山里的孩
子有更好的出路。”党的
二十大代表，黔西南州
望谟县实验高中党总支
副书记、副校长刘秀祥
说，言语中满是真诚和
质朴。

14 年前，刘秀祥千
里带母求学的故事感动
无 数 人 。 因 为 家 庭 贫
困、母亲患病，他将母
亲带在身边，一边打工
求 学 ， 一 边 照 顾 母 亲 。
尽管生活艰难，但他始
终 没 有 放 弃 读 书 上 学 。
2012 年，刘秀祥大学毕
业参加农村义务教育基
层教师招考，回到家乡
望谟成为一名乡村特岗
教师。十年来，他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学生
们努力学习，组织开展

“乡村助学行动”，帮助
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先
后骑坏8辆摩托车，帮助
1800多名学生重返校园。

“这十年中，我的家
乡望谟县的教育基础设
施全面改善，全县最漂
亮的建筑和最好的环境
就是学校。2012 年我们
全 县 只 有 70 人 考 上 大
学 ， 到 2022 年 全 县 有
1300 多人，达到每一个
村至少有 1 名大学生。”
刘秀祥满是自豪。

刘秀祥参加工作的
这十年，是望谟县教育
发 展 变 化 最 大 的 十 年 ，
也是贵州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采访中，刘秀祥对党的教育事业充满信
心，他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
人民教师，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无论身
在何处，都要冲在最前，干在实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贵州坚持“穷省办
大教育”，全省教育事业大踏步前进，极大推
动了全面小康的历史进程。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

“四化”，必须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
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

“党的二十大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擘画
了美好的未来，提供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为
贵州大学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
代表、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表示，将坚
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
全面领导，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服务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推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加快构建高
质量教育体系作出贵州大学贡献。聚焦“四
新”“四化”，深入推动校地、校企合作，服
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深入践行“贵州大学
姓贵州”的职责使命，为多彩贵州现代化建
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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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到了我们心坎里，
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打心眼里感谢党中央
和总书记！”10 月 19 日早上 10 点，伴随着万亩
林海的阵阵松涛，赫章县海雀村干部群众围坐
在老支书文朝荣的雕像前开展党的二十大报
告交流会，党支部书记文均福率先发言。

大家一起学报告、悟精神、谈感想、话
发展，你一言我一语，现场气氛热烈。“习近
平总书记说‘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大家想想三十多年前那个光秃
秃的海雀，再想想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海雀
村名誉支书文正友接过话茬。

文正友的一番话将大家的思绪拉回到 37
年前，那个“海拔二千三，收入三十三”的
年代。从 1987年开始，在老支书文朝荣的带
领下，海雀人将 30多个光秃秃的山坡变成绿
色林海，在三代人的接续奋斗中谱写绿色发

展的精彩篇章。
2021年，年近六旬的文正友卸任党支部

书记，转任海雀村名誉支书，他把新的担子
交给了 80 后的侄子文均福，“当初你爷爷把
担子交给我，我和大家守护这片林子，打赢
了脱贫攻坚战，接下来的乡村振兴就靠你们
这代人了。”

森林覆盖率从不足 5%到 77%；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 33元到 18633元；28户村民开起民
宿，100 多户开上小轿车……一串串数字背
后，是文正友和父亲文朝荣两代人接续奋斗
交出的成绩单。

“ 是 压 力 也 是 动 力 ， 撸 起 袖 子 加 油 干
吧！”文均福接过担子后，带领新的村支两委
班子朝着乡村振兴的目标奋勇前行。“爷爷种
下了这片绿，叔叔守护了这片绿，我要用活
用好这片绿。”在村委会副主任岗位上历练多

年的他思路清晰、敢想敢干，“海雀村的乡村
振兴，一边要走好老路，一边要探索新路，
但总的来说，都要依托万亩林海。”

走马上任的文均福引企业、招能人、搞
产业，浑身充满干劲。引进的贵州领亿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苹果基地种植 200 亩魔
芋，天麻种植能手赵啟银在林海中种植了 10
亩林下天麻……文均福用行动告诉叔叔文正
友：“放心吧，我会努力干好的。”

今年 6 月，村第一书记邓宪雄的到来，
让村里的战斗力得到增强。文均福身边多了
个战友，年龄相仿的两人并肩作战，为海雀
的发展注入了青春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
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
将和大家一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海雀的

发展贡献力量。”邓宪雄信心满满地说，“我们
要依托省委党校、毕节市委党校海雀现场教学
基地，大力发展民宿产业，同时积极指导村民
发展农家乐，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去年 18
家民宿分红 213600 元，今年又新建成精品民
宿 10家，申请改造 20家，我们要让更多村民吃
上旅游饭，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文兴巧大声答道：“3年来，我家
民宿靠 10张床位挣了几万块，我还在基地上
务工，1年也有 1万多，以后我想再开个农家
乐，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要盘活 30个食用菌大棚”“要发展好民
族手工产业”“要发展好生态旅游业”……座
谈会上，大家纷纷给出发展建议，笑脸里满
含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文均福回头看了
看文朝荣的雕像，坚定地说：“征途漫漫，唯
有奋斗！”

接续奋斗谱写绿色发展新篇章
——赫章县海雀村引企业招能人搞产业奋力推进乡村振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星

“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推动多彩贵州现代化建设的基石。”贵州
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石培新说，作为师范类高
校，应把师范教育作为主责主业，为建设教
育强国提供基础教育人才支撑。

近年来，贵州师范学院通过深入实施师范
生培养工程、强师工程、乡村教师培训工程，全
面助力乡村教育发展。探索培养“会教研、强改
革、跨学科、多专业”的全科型未来乡村教师；
快速帮助各县建立起“名师、名校长引领、骨干
提升、全员发展”的教师（校长）队伍发展体系；

依托师范类高校的优质资源和平台资源，为乡
村教师量身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教育培训模
式，着力建设一支心系乡村、热爱乡村、热爱教
育的乡村教师队伍。

“ 赋 能 乡 村 学 校 发 展 ， 创 新 模 式 是 关
键。”石培新说，学校充分发挥贵州省名师名
校长管理办公室和贵州省名师名校长发展研
究中心等平台基础优势，与乡村学校探索“学
校共治”模式；充分发挥学校教师教育职前职
后一体化培养模式、“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机
制等工作基础优势，与乡村学校探索“学生共

育”模式；充分发挥学校长期深耕基础教育的
教师团队、培养的 20 多万校友资源等师资基
础优势，与乡村学校探索“资源共享”模式。

“如何助力城乡基础教育改革？这也是我
们长期关注的焦点。”石培新说，接下来，贵
州师范学院将聚焦培养具有现代教育理念、
较高理论素养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教学
研究型教师，引领城乡基础教育发展方向；
为城乡基础教育教学课程改革试验提供理论
指导和实践支持，引领城乡基础教育教学改
革；共同构建政府、高校、学校三方协同育

人机制，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
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开展乡村教师信
息化教学示范培训，推动城乡基础教育现代
化，引领城乡基础教育信息化提升。

石培新表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结底靠教
育。学校将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以高质量的师
范教育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为谱写多彩贵
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师范类高校应有的贡献。

凝聚智慧和力量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许邵庭 赖盈盈 何登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
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连日来，报告在贵州党的二十大代表和广大党员干部中

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要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来，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为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力量。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为一名
从事教育工作的党代表，我十分关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
的内容。”贵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梁贵友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
化建设的人才支撑”，这为今后一段时期教育
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贵州医科大学前身为 1938 年建立的“国
立贵阳医学院”，1950年“国立贵阳医学院”更
名为“贵阳医学院”。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各

项事业快速发展，2015年学校更名为“贵州医
科大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梁贵友认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全民健康，贵州医科大学
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社
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五重使命”，“面向未
来，我们信心满满，也深感担子很重。”

“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是贵州医
科大学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
梁贵友表示，贵州医科大学将迅速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推动党的
二十大精神进校园、进医院，做到人人知

晓、家喻户晓。“首先要提高站位抓落实，广
泛开展宣传宣讲和理论学习，更加自觉地衷心
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引导
广大师生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其次要内涵建设抓落实，推动医学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梁贵友表示，贵州医科大
学将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立足贵州、服务全国、面向世
界，为持续推动医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人
才。“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好‘协和班’，高水
平建好公共卫生学院，全力培养‘预防结

合’、‘专全融合’的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
加强科学研究、加快成果转化，抓好人才

‘引、育、用、留’四大工程，推动人才大汇
聚，为建成特色鲜明、同类先进、国内一流
的百年医科大学而努力奋斗。”

“要服务社会抓落实，办人民满意的大
学、办人民满意的医院，不断提高服务社会
的能力。”梁贵友说，贵州医科大学将充分运
用好科技成果助推“四新”“四化”，不断提
高医疗水平和质量，为健康贵州建设继续发
光发热，为谱写多彩贵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作出应有贡献。

“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
人才支撑。”贵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肖远平
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教育、科技和
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为高等教育
现代化引领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
路径。

肖远平表示，高等教育要自觉增强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担当，立足党的事业
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牢牢把握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全力推进人才汇聚和科技创新，
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近年来，贵州师范大学围绕贵州三大战

略行动，发挥人才协同效应，深入推进有组
织科研，推动学科“大交叉”，在石漠化治
理、生物多样性、“中国天眼”数据处理、水
资源与水环境等方面，承担国家“大项目”、
打造攻坚“大团队”，积极关注国家和区域重
大战略背后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

“新时代，要在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
才上发挥‘排头兵’作用，突出一流标准，持续
加大汇聚人才力度，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高
地，奏响大江南北聚才的时代最强音。”肖远平
说，新征程上，要坚持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

求，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完善科技创新体
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贡献师大的智慧和力量。

肖远平说，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学科建设为龙
头、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以人才队
伍建设为根本、以特色发展为路径、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持续深化内涵发展，加快构建
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决定着人类的今天
和未来。培养人才，根本要靠教育，发展教

育第一资源是教师，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
设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途径。”肖远平
说，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提高人才自
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高校是汇聚人才、培育人才的重要阵
地，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
要结合点，肩负着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
大使命。”肖远平说，作为省部共建高校，贵
州师范大学将进一步深入研究新形势新阶段
对人才能力素质提出的新要求，努力探索卓
越教师培养模式，着力构建高质量师范教育
培养体系。

议报告抓落实

石培新 （贵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基础人才支撑

肖远平 （贵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着力构建高质量师范教育培养体系

梁贵友 （党的二十大代表、贵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为健康贵州建设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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