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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日下午看
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
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
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新时代
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
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
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
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
来之际，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
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
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
女同胞和海外女侨胞，致以节日祝福和
美好祝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张运凯、蔡光洁、郑家建、
徐坤、崔亚丽、马景林等6位委员，围绕
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优
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打造儿童青少年
阅读生态、推进国家教育智联网建设、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依托学校
课程弘扬传统文化等作了发言。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同大家一起讨
论，听取意见建议。他代表中共中央，
向在座各位委员，并向广大民盟、民进
成员和教育界人士，向广大政协委员，
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人民政协
紧扣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作出新贡献。民盟、民进各级组
织和广大成员聚焦中心工作，积极建言
献策，参与社会服务，各项工作取得新
成绩。广大教育界人士积极投身教育
强国建设，推动“五育”并举、立德树人
迈出新步伐。

习近平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必须坚持正确办学方

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焦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德
育贯穿于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全
过程。要坚持思政课建设和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同向同行，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
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把德育工作

做得更到位、更有效。
习近平指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根本在于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要确立科学的教育
评价体系，有效发挥指挥棒作用。要完
善学校管理体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
权，不断提升依法治教和管理水平。要
着眼现代化需求，适应人口结构变化，
统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统
筹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建立健全更加
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习近平强调，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
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
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要实施
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打造
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效能。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效。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建
设学习型社会，推动各类型各层次人才
竞相涌现。

习近平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
聚智慧、凝聚力量，促进教育科技人才
事业高质量发展。广大民盟、民进成员
和教育界人士要发挥自身优势，更好支
持参与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
革和发展的实践，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贡献智慧和力量。

石泰峰、丁仲礼、蔡达峰、胡春华、
王东峰、姜信治、王光谦、朱永新等参加
联组会。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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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政府工作报告 5日提请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投资于人”首次写入报告，引
发代表委员和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
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居民医保和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
再提高30元和5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逐步推行免费
学前教育”“发放育儿补贴”……

报告里一系列可感可触的民生福
祉，是“投资于人”的最好注解。

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
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
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
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代表委员表示，提出“投资于人”，
有利于提升资金资源利用效益，更是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报告
将“投资于人”落脚在就业、增收减负、
消费等民生关切上。

——“投资于人”，如何支持扩大
就业？

报告特别提出加大各类资金资源
统筹支持力度，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
业质量。

“统筹好新技术应用和岗位转换，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扩大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增加制造业、服务业
紧缺技能人才供给”……报告中多项目
标任务强化就业优先，支持扩大就业。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科技创新、产
业升级、绿色转型，“人”是关键要素。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党委书记赵长禄说，教育是对未来的“先
期投资”。“既要培养未来产业的拔尖创
新人才，也要培育一流产业技工队伍。”

“通过提供税收减免、补贴或资金
支持，鼓励企业投资员工培训和职业发
展，缓解企业技能人才短缺。”全国政协
委员、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说。

——“投资于人”，如何促进居民增
收减负？

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30
元、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今年
又涨了，这是增收；“发放育儿补贴，大

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扩大普惠养老
服务”，说到心坎里了，这是减负。这样
的减就是实实在在的增。

会场内外，代表委员与群众对话，
为“让每一分钱都用于增进人民健康福
祉”点赞。

“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
人口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一老
一小’是重点关切。”全国人大代表、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
科首席专家阮祥燕说，要创新“医疗+养
老”“医疗+托育”“医疗+康养”等，在融
合上发力。

增的文章怎么做？代表委员提出，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特别是推动中低
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完善劳动者工资正
常增长机制等，稳定预期、提振信心。

——“投资于人”，如何加强消费
激励？

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
稳定锚。全方位扩大内需，要补短板，
特别是消费短板，加大“投资于人”力
度，有利于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

今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 3000亿
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一资金规模
是去年的两倍。代表委员表示，“投资
于人”，聚焦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提升
资金资源利用效益。

如何更好释放消费潜力？代表委
员建议，通过技术赋能、业态融合、体验
优化等重构新的消费生态，全面提升教
育、医疗、文化、体育、旅游、养老、家政
服务等领域的供给水平。

“投资于人”，也是民生小事改革的
探索。从一枚印章的消失，到一根管线
的改造；从一项制度的变革，到一碗热
汤的温度，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
良性循环，“投资于人”要把每一分钱都
花在刀刃上，投放在心坎中。

“推进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建
设”“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代表委员认为，这些“投资于
人”的举措，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
天的“投资于人”，必将转化为明天的生产
力、创新力，带来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

打开民生新空间！“投资于人”成报告热词
【两会鲜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