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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时事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

2月 29日，教育部党组召开 2024年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频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

神，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二

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警示教育会精神，

总结 2023年教育系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分析研判形势，部署安排 2024
年重点任务，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

坚强保障。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

组组长、部党组成员王承文出席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直属机关党

委书记王光彦主持会议，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王嘉毅、陈杰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副书记张义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

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持续发力、纵深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巩固拓展主

题教育成果，深入思考谋划教育强国建设，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

化，用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二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健全党

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强堪

当教育强国建设重任的干部人才队伍。三要坚持“三不腐”一体推进，在不敢腐

上持续加压，在不能腐上深化拓展，在不想腐上巩固提升，聚焦铲除土壤条件深

化反腐败斗争。四要持之以恒强化正风肃纪，坚持纠树并举深化作风建设，突出

严的基调加强纪律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



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五要不断强化政治安全和教育安全意识，增强思想政治

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筑牢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根基，提升教育大安全治理能

力，推动教育系统持续保持安全稳定良好局面。六要牢牢牵住责任制“牛鼻子”，

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化落实监督责任，严格督责考责问责，层层

压紧压实管党治校政治责任。

来源：教育部网站，2024-2-29

教育部党组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和
有关指示批示精神

2月 21日，教育部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等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有关重要指示批示和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在国

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作开年工作动员部署。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怀进鹏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出席会议。

怀进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温暖人心、

催人奋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最大的政治，坚持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高位谋划教育强国建设

的主攻方向和战略布局，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

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做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做有理想、

负责任的行动主义者，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怀进鹏强调，教育系统要把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认真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结合教育系统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和工作实际，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聚焦带头

践行“两个维护”，持续在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上下功夫；要聚焦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全力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持续在增强教育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支撑引领上下功夫；要聚焦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持续在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上下功夫；要聚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在增强基层党组织“两

个功能”上下功夫，为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保证。

来源：教育部网站，2024-2-21

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1 月 11 日，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总结工作，分析形势，安排部署全年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把组织实施教育强国

建设规划纲要作为工作主线，把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支撑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作为主攻方向，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根本动力，在教育的数字化、

国际化、绿色化方向上开辟发展新空间，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教育部



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锚定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聚焦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深刻认识教育强国的主攻方向和战略布局，增

强历史主动精神和战略思维，书写好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

篇章。一是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更加突出从国家利益的大政治上看教育，

坚定不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牢牢把握教育的战略属性，更加突

出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大战略上办教育，坚定不移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三是牢牢把握教育的民生属性，更加突出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民生上抓

教育，坚定不移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要准确把握教育

与中国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想明白如何破局、

如何开新局。准确把握中国教育与世界的关系，在国际新格局中补短板、锻长板，

加快建成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教育中心。

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高

质量教育体系，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一要着力构建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新生态新格局。二要强化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三要增强职业教育

适应性和吸引力。四要不断开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五要坚定推进高水平教育对

外开放。六要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强化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24-1-11

◆ 教育热点

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
1 月 30 日，以“数字教育：应用、共享、创新”为主题的 2024 世界数字教

育大会在上海开幕。会议期间，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宣布成立。联盟发起方代

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向与会嘉宾介绍了联盟成立背景和对联盟

未来发展的有关考虑。

刘利民表示，教育数字化转型正逐步成为世界教育变革的共同行动，成为实

现学习革命和提升教育质量的创新路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中外机构在

2023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发出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的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

应。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球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4 个大学、国际教育组织、

研究机构及企业加入联盟。

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积极响应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30

年教育高级别指导委员会会议精神，旨在打造加强对话交流、推动数字教育务实

合作和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平台。联盟将紧紧围绕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核心任务，

建立数字教育国际合作长效机制，推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促进教育的数字化变革，

助力所有人享有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有质量的教育。

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成立后，将聚焦服务联盟成员，搭建高质量对话平台，推

进数字教育资源共享，推广数字教育成功实践经验，并进一步扩大联盟成员规模，



汇聚全球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将联盟打造成具有广

泛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公共服务平台。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24-1-30

教育部：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教育部发

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教育部将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强高层次人才培

养。在工作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稳步扩大研究生人才培养规模。锚定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深刻

领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部署，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国家战略需求、人口规模结构、高等教育自身规律等因素，合理把握我国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节奏。近年来，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规模和占比不断提高，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水平人才支撑。

二是不断优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结构。从学位类型看，坚持推进学术创新型人

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发展，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加强工程技术领

域高层次应用型领军人才培养。2023 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已经接近 60%。

从学科结构看，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引导

高校优化学科结构，加大 STEM 人才培养力度，加快培养科技创新人才。2023 年，

理工农医类的硕士招生规模占比 60%，博士招生规模占比超过 80%。

三是持续加强关键领域战略科技人才储备。一方面，坚持“四个面向”，围

绕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加大基础学科和国家关键急需领域的研究

生培养规模。另一方面，深化科教融汇，支持高水平高校与科研机构加强有组织

人才培养和科技攻关，在重大科研任务中培养创新人才，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24-3-1

◆ 教育快讯

★ 教育部举行教育家精神 2024 年巡回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

来源：教育部网站，2024-2-28

★ 西安医学院“五聚五提”扎实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来源：陕西省教育厅网站，2024-3-7

★ 2024 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姊妹大学项目申报工作启动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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