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这一年，我们关注的教育热点话题：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

‘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

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

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2023 年 5 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

见》，明确提出通过3至5年努力，在教育“双

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各项措施全面落

地。

如何做实学校科学教育？科学教育如何

在“双减”中做好加法？本报开设“做好科学教

育加法”栏目，挖掘和宣传我省在推进中小学

科学教育特色建设方面的典型经验，弘扬科

学精神，厚植科学沃土，让科学教育成为扎根

素质教育沃土的参天大树，不断培育出拔尖

创新人才。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校内减负提质促“双减”

2023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要求，要继

续把“双减”摆在突出位置来抓。自“双减”

政策出台后，四川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围绕“双减”工作目标加力加劲，

将校内减负提质作为“双减”工作的治本之

策，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减负”和“提

质”两手抓。

今年，本报继续聚焦四川各地各校在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推动作业科学管理、增强

课后服务实效上的具体措施，推广创新做法

和经验。同时，本报联合四川省教育评估院

推出“智建川教”栏目，邀请全省教育领域专

家、学者就“双减”话题建言献策，营造“双

减”政策做深做实氛围。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发现乡村好学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乡村振兴，教育先行。在四川，不乏有乡

村学校用优质教育为乡村振兴“强筋壮骨”，

这些学校与本土文化、地域特色紧密结合，因

地制宜开发乡土特色课程，促进乡村学校特

色发展。

近年来，本报长期开设“乡村学校振兴在

行动”栏目，聚焦乡村学校的发展与变化。

2023 年，本报又进一步推出“发现乡村好学

校”栏目，采写了《安岳县东胜九年制学校：办

扎根乡土的朴素教育》《恩阳区下八庙小学：

朴素学堂 给师生一个美好的“家”》《宝兴县

硗碛藏族九年一贯制学校以优秀传统文化凝

聚人心，办家门口的好学校——学校成为一

颗文化振兴的“火种”》等稿件，去看见更多乡

村教师的坚守、乡村孩子的精彩、乡村教育的

新样态，以振兴乡村教育，赋能乡村振兴。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落实“作息令”

2023 年 10 月，成都市教育局印发《关于

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

通知》（又称“作息令”），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紧接着，四川省教育厅以简报的形式转发了

成都市做法，要求各地各校要结合实际，认真

学习借鉴。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省各地积极响应，迅

速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作息时间制定了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本报聚焦成都市、南充

市、华蓥市、广元市昭化区等地的具体措施，

观察“作息令”在学校的落地情况，以及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如何保障政策落实到位。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学生：“毕业前想参加排球联赛”
学校：“安排！”

今年 2 月，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

六年级学生凡元媛给校长写了一封信，信

中提到“为什么学校有足球联赛，有篮球

联赛，却没有排球联赛呢？”并表达了在

毕业之前参加学校排球联赛的愿望。收

到学生的信后，学校随即进行了谋划与

筹备，举行了学校首届班级排球联赛，并

邀请了四川省排球队的明星队员和学生

同场竞技。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西南石油大学毕业生为生活老师晒被子
感恩“课堂外的老师”

今年毕业季，西南石油大学勘查技术

与工程专业毕业生薛林和同学们，专程来

到宿舍管理员办公室，送上离别礼物，并为

生活老师晾晒被褥。同学们说：“就是为了

表达一种感动、一份心意。”3年前，薛林和

同学们因新冠疫情长时间未能返校，学校

宿舍管理员帮同学们晾晒了 3 万床被褥，

让无数学子深受感动。“这几年，我们从宿

管、保安、医护人员关怀备至的贴心服务

中，感受到了学校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薛

林说。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四川一高校6500杯鸡汤慰问军训学子

“这鸡汤有妈妈的味道！”

今年12月，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两

个校区 6500 余名 2023 级新生的军训正在

火热进行。恰逢成都气温骤降，在凛冽的

寒风中，学校精心炖熬的 6500 杯“暖心”

鸡汤送进了各军训场地，给军训学子送

去一份冬日温暖。鲜美的鸡汤喝在嘴里，

暖在心里，严肃紧张的军训场地传递着

丝丝温情。学生们也将鸡汤送到现场辛

苦工作的教官、辅导员和医护人员手中，

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四川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学生
为乡村老人拍全家福过集体生日

12月下旬，四川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

业学院数字媒体专业的大学生们，带着相

机来到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用自

己的专业技能，为村里的老人拍摄全家福。

同时，大学生还和村里的老人、志愿者一起

包饺子，并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过集体生

日。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叙永县开通23辆“上学专线”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针对边远村社学生“上学难”的问题，

叙永县后山镇对8个村2个社区的80余公

里村道开展拓宽、改弯、增加减速带等治

理，同时开通了23辆“上学专线”，实施“金

通工程”，有效解决了全镇4所学校200余

名边远学生的上下学“难题”，打通了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这一年，我们报道的一线创新做法：

一、区域创新做法

1.旺苍县
“学区共享”解农村学校课后服务难题

2.四川天府新区
出台十条措施为学校减负

3.高县
“共享奶奶”帮接娃，让爱在城市中传递

4.万源市
领导班子上讲台，全员教研齐赛课

二、学校特色做法

1.彭山区第四小学
创建18个党员个性服务工作室，破解

党建业务“两张皮”

2.德阳市实验小学
自主开发多元数字化管理平台，让校

园“智慧”起来

3.广元中学
以调查研究之风推进思政课入脑入心

这一年，我们见证的暖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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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今年，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

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就业—招生—培

养”联动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提到“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改革”

和“完善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机制”两个方面，

以此推动高校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提升

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

围绕高校人才培养改革话题，本报记者

深入高校了解其创新做法，采写了《西南石油

大学以深化产教融合助推新工科建设，持续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校企共生共荣的

“深情相拥”》《成都中医药大学：“本硕博一体

化”育中药学创新人才》等稿件。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

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

保就业稳就业的重点群体。我省各高校把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建设

高质量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搭建精准供需平

台等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本报持续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开

设了“聚焦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栏目，不仅有记者撰写的《宜宾学院：答

好毕业生就业的“民生答卷”》《求职路上的

“三次助攻”》等稿件，也有学校的创新做

法，如《四川农业大学推出 8 万余字的就业

指南——给毕业生就业添“底气”》《西南交

大：“校招夜市”接地气》，从宏观到微观层面

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以及高校的就业帮扶措

施与经验。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突破“卡脖子”技术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关键

时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正催生大量新产业。尽管近年来技术创新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但我国科研工作仍面

临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不畅等诸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科技

创新重要力量的广大高校，在引领关键技术

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方面大有可为。

我省各高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瞄

准“卡脖子”技术开展有组织科研，构建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协同创新体系。今年，

本报推出了《四川农业大学黄琳凯教授团队

实现牧草“卡脖子”技术重大突破，着力破解

“人畜争粮”难题——小牧草也有大作为》《西

南科大在放射性废物处理研究中取得重大突

破》等稿件，聚焦高校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

形成更多“从0到1”的突破。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高校作为科

技、人才和智力的聚集地，要充分发挥其在乡

村振兴中的“思想库”“信息库”“人才库”作

用。近年来，我省高校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积极发挥高

校学科、科技、智力等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

“源头活水”。

今年，本报陆续推出了《西南科技大学

“竹梦之旅”团队助力乡村振兴——做好“竹

文章”助竹农逐梦》《西南石油大学通过校

地互动助推乡村振兴——“黄果果”变“金果

果”》《四川农业大学千名学子开展暑期社会

实践——在田间地头书写“青春答卷”》《西

华大学发挥高校人才优势，科技赋能乡村振

兴——把论文“写”在高粱地里》等报道，探

索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模式。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深化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是衡量职业教育改革成效的重

要标志，也是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供应链、人

才链与价值链有机衔接的重要举措。今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发

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

案（2023—2025年）》，解决人才培养和产业发

展“两张皮”问题。

我省各职业院校也在积极探索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新形式、新渠道和新方法。本

报记者深入一线采访，报道了《瞄准产业急难

愁盼问题，自贡市走出产教融合新路子——

企业“热起来”学校“香起来”》《乐山市与绍

兴市创新实施东西部协作，以“蓝鹰工程”推

动两地职业教育深度合作——“蓝鹰工程”激

活山区职业教育》《攀枝花市：多点发力 职业

教育焕发新生机》等稿件，反映了我省职业院

校在深化产教融合的路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良好态势。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推动职普融通

随着我国现代教育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职普融通”日益成为教育顶层设计中的热

点问题。职普融通怎么“融”？是不是“单相

思”？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如何实现“双向奔

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

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都强调推动职普协调发展、相互融通。

有了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支撑，各地关于

职普融通的试点如雨后春笋涌现。对此，本

报记者走访了四川多地学校，了解他们在职

普融通中的所思所为，以及收获与困惑，并

采写了《四川推进职普融通从“单相思”到

“双向奔赴”——打通职普融通“任督二脉”》

的深度报道。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又到岁末年终，我们即将挥别
热气腾腾的 2023，迎来充满希望的 2024。回眸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加快谱写教
育强国建设新篇章的重要一年。这一年，我省聚焦“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总目标，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深
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能力，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这一年，本版细分为新闻版、高教版和职教版，分别
聚焦我省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取得的
成果。这一年，我们看见，我省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更加均
衡，高等教育“四个聚焦”破题创新，职业教育焕发新活
力，教育生态呈现新气象。这一年，我们也呈现了许多一
线教育的创新做法，见证了不少教育的温暖瞬间。通过
文字和图片报道，教育的美好正被“看见”。

让我们一起回顾2023年那些美好的教育记忆……

高等教育
这一年，我们关注的教育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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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这一年，我们关注的教育热点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