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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二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

作期间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工作，将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纳入“八八战略”，作出

了一系列引领性、前瞻性的决策部署。

二十年后的今天，浙江省委、省政

府高规格召开高等教育强省暨高水平

大学建设工作推进会，直面主攻方向，

锚定建设目标，构建发展体系。以“一

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意志，以“超常之

为”的改革气魄，吹响了加快建设高等

教育强省的集结号。

“超常之为”，何以谓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

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集聚

着最前沿的高端人才，高端人才又聚合

出不竭的创新之力。因此，高质量的高

等教育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强支撑，是牵

引地方发展的源动力，也是人民群众关

切的大民生。无数事实与数据证明，高

等教育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正

相关关系，“高教赛道”已成为多数省份

和城市的共识，优秀选手们个个装备精

良、不甘落后。

我省自第十四次党代会部署实施

高教强省战略以来，高等教育服务国家

重大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高校综合

实力、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

升，是全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省区之

一。然而，短板和成绩同样明显，“高等教

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困局

未破，缺大师、缺大平台、缺大成果的“三

缺”现象尚存。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

一体”的总体要求下，在“高教赛道”前有

标兵、后有追兵的现实处境中，全面建设

高等教育强省必然是场输不得也输不起

的战役，“超常之为”时不我待。

“超常之为”，何以为之？

一在方向。一所高校一旦在办学

方向上走错了，在培养人的问题上走偏

了，就像一株歪脖子树，无论如何都长

不成参天大树。“超常之为”必须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这一点要毫不动摇。

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要做马克思

主义政治家、教育家，坚守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根本目标。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把高校

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扎实推进

高校党建与教育事业融合、与师生需求

融合、与属地党建融合、与内部党建工

作体系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决策

力和领导力，全校上下凝聚“超常之为”

的共识与合力，确保党办的大学让党放

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

二在路径。实现高等教育强省的宏

伟目标，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是重中之重。

高水平大学要拿下“双一流”的大

考。我省已实施“双一流196工程”。一

流大学建设在不同赛道分头发力，支持

浙江大学建设世界一流的综合型、研究

型、创新型大学，推动更多省属高校跻

身国内一流、世界一流。一流学科培育

从现有基础来看，必须超前布局、超常

布局。除了深耕传统优势学科领域，还

要以“专精特新”的思维在基础学科、战

略性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上出奇

兵，力争异军突起拔得头筹。

高水平大学要完成“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答辩。作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三驾马车”，教育、科技、人才具有内在

一致性、相互支撑性。高校要发挥人才

荟萃、学科齐全、基础雄厚的优势，打通

人才平台成果的全链条，打造创新人才

蓄水池、科技攻关新高地和成果转化集

聚区，在实现自身蝶变的同时为浙江的

“两个先行”提供强劲动力。

三在机制。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不

只是一道教育命题，更是一道时代命

题、社会命题。教育部门单打独斗势必

独木难支，必须建构起全社会联建联

创、共治共享的发展生态。

此次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立

省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牵头的工作机制。健全高

水平大学建设联席会议机制，各级党委

政府一把手亲自研究部署，亲自把关问

效，层层传导压力和责任。高校扛起主

体责任，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确保每项重点任务有人盯、有人管、

有人落实。

在机制上拧紧发条的同时，政策工

具箱也得进一步打开。财政的投入力

度要不断加大，投入结构要继续优化，

精准管理经费的落实、使用以及后续的

考核评估。高校内部完善治理结构，维

护好资金的运转环境，提升自我造血功

能。政策的环境要更为宽松，避免出现

行政化倾向，落实并扩大高校办学自主

权，在突破重难点问题上可采取“一校

一策”“一事一议”。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以“超

常之为”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省，这是

浙江人的一次自我突围与孤勇挑战。

我们坚信，在全省上下勠力同心、攻坚

克难之下，之江大地必将迎来高等教育

的美丽蝶变。

以“超常之为”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省

本报讯（浙江日报记者 翁浩浩
余 勤）8月24日下午，省委、省政府高规

格召开高等教育强省暨高水平大学建设

工作推进会。省委书记易炼红在会上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走

前列、当先锋、作示范”的干劲、闯劲、拼

劲、韧劲，以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

升为动力，奋力突围、聚力攻坚，迎难而

上、破难而进，奋起直追、奋勇争先，推动

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

现代化，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整体

性跃升，全力推动高等教育攀高峰、创一

流，全面塑造高等教育强省新优势，为我

省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打造“重要窗口”提供强大的基

础性、战略性支撑。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浩主持会议。

刘捷、彭佳学、王成、赵承、吴晶、卢山、

张学伟、任少波、杜江峰出席。会上，省

委组织部、省教育厅分别汇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普通高等学校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情况；杭州

市和浙江大学、西湖大学、浙江中医药

大学、衢州学院先后作交流发言。

易炼红指出，高等教育强省建设是

时代所向、发展所要、未来所趋、人民所

盼。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

度重视高等教育工作，将科教兴省、人

才强省纳入“八八战略”，作出了一系列

引领性、前瞻性的决策部署。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高等教

育，为我们推进高等教育强省建设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提高

站位、把握大势，切实增强推进高等教

育强省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深

刻认识高水平推进省域现代化，必须下

好高等教育强省建设这步“战略先导

棋”；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必须打好高

等教育强省建设这个“制胜关键招”；促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解好高等教

育强省建设这道“民生必答题”，以高等

教育强省建设的“超常之为”推动“八八

战略”走深走实、实现“示范引领”。

易炼红强调，要对标一流、全力突

围，以超常举措加快推动高等教育强省

建设，把准“主方向”，坚定政治方向、坚

持使命志向、坚守为民导向，坚决扛起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大使命；找准

“主抓手”，以一流眼光、一流理念、一流

举措推进“双一流”建设，打造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一流大学体系，特色明

显、独树一帜的一流学科体系，各展其

长、各有优势的一流发展生态体系，全

力形成高原造峰、整体推进的更优格

局；聚焦“主攻点”，教育、科技、人才一

体推进，打造创新人才“蓄水池”、在高

层次人才上求突破，打造科技攻关“新

高地”、在高能级平台上求突破，打造成

果转化“集聚区”、在标志性成果上求突

破，促进高水平大学、高能级创新平台、

高层次人才深度互通、优势互补，全面

锻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能力；激发

“主动力”，以创新促进系统跃升、改革

推动全链质变、开放扩大国际影响，加

快形成创新改革开放一体推进的倍增

效应；坚守“主阵地”，上好“大思政课”、

建好“硬队伍”、走好“育才路”、打好“文

化牌”，更好彰显浙江特色中国气派的

风骨气质。 （下转第2版）

易炼红在高等教育强省暨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奋起直追 奋勇争先 全力打造高等教育强省新名片
王浩主持

6月，浙江省正式启用首批57家“家门口青少年
宫”，发挥青少年宫阵地优势，推动师资、课程下沉，
让广大青少年儿童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校外
教育资源。今年暑期，长兴县太湖街道晨光社区里
的“家门口青少年宫”，为周边儿童提供了为期35天
的公益暑托服务。图为孩子们在进行阅读分享。

（本报通讯员 钱昕彤 摄）

□本报记者 季 颖 张纯纯

8月24日，浙江省委、省政府高规

格召开高等教育强省暨高水平大学建

设工作推进会。从分层分类推进高校

建设、集中力量扶持重点学科，到紧盯

政策抓落地、集中财力办大事……此次

会议为浙江推进高等教育强省建设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实施路径，也宣

示了浙江要以超常举措加快推动高等

教育强省建设的决心。

风好正是扬帆时。连日来，全省各

高校师生积极学习会议精神，谋划新阶

段发展思路。

对标一流，聚力高水平大学建设
从今年年初的全省“新春第一会”

提出要抢占“双一流196工程”等新赛道

到此次会议提出“以一流眼光、一流理

念、一流举措推进‘双一流’建设”，对标

一流、全力突围已然成为全省各高校未

来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为此次会上的发言高校之一，浙

江大学表示将强化一流使命，发挥龙头

作用，努力以自身的高水平发展引领带

动全省高等教育整体跃升，奋力在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走在前列。

目前，浙大已向若干所省内高校的一流

学科和博士点建设输送了高层次学科

带头人，今后还将牵头组建浙江高水平

大学联盟，推动相应学部、学院对口支

持省内高水平大学“登峰学科”建设。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说，一直以

来，西湖大学立足“高起点、小而精、研

究型”的办学定位，为全省高水平大学

建设突围开辟新赛道，“接下来，西湖

大学将持续聚焦基础学科建设内涵，

发挥教育、科技、人才重要结合部作

用，强化尖端引领，形成核心竞争力，

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中体现担当作为，在建设‘重要窗口’、

高教强省的新征程中展现西湖之为、

西湖之智”。

在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金一斌

看来，此次会议提出的“全力打造高等

教育强省新名片”，无疑是吹响了浙江

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冲锋号。他表示，

中国美院长期保持全国艺术学科建设

的示范引领地位，未来要以更高站位、

更强自觉，力争成为位居全球艺术院校

前列的一流美术学院，强有力支撑浙江

高等教育强省、文化强省建设。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蔡袁强提

到，今年是浙工大建校70周年，立足新

的时代方位，学校将坚持以一流学科建

设为主线，以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

提升为动力，大力会聚高层次人才，着

力打造高能级平台，加快形成高水平成

果，奋力推进学校事业内涵式发展、整

体性跃升。

分层分类，加快高质量特色发展
此次会议上，省委组织部、省教育

厅还分别汇报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意见》和

《关于加快普通高等学校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有关情况。两个《意见》表

明，浙江要分层分类推动不同类型高校

将特色培育成优势、把优势培育出水

平，努力实现让更多浙江孩子在家门口

就能上高水平大学的美好期盼。

“我们将全面贯彻本次会议精神，

认真落实两个《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

要求，坚守‘地方性、应用型、开放式’办

学定位，全速推进大融合的党建引领、

大攻坚的申硕跃升、大质量的教育教

学、大组织的科研创新、大贡献的社会

服务，为浙江‘两个先行’、高等教育强

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衢州学院院长

郑友取说。

（下转第2版）

奋力书写高等教育强省新篇章
全省高等教育强省暨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推进会引发热议

8月24日下午，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召开高等教育强省暨高水平大学
建设工作推进会。 （浙江日报记者 胡元勇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徐子涵 刘濛怡）“杭州亚运

会不仅是一次体育盛会，也是文化交流互鉴的盛

会。我愿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国际志愿者一起，共同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努力

完成志愿服务并当好文化传播者！”

8月24日上午，在杭州亚运会倒计时30天之际，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赛会志愿者出征仪式隆重举

行。仪式上，浙江工业大学国际志愿者穆斯塔法作

为志愿者代表上台发言。作为一名来自埃及的留学

生，他热爱中国、热爱杭州，喜欢中国文化，曾作为

“洋主播”以视频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入学一年

间共参与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40余次。

“当好东道主、办好亚运会，我们准备好了！”浙

江理工大学学生、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赛会志愿者

赵宏岩在发言中表示。赵宏岩作为杭州亚运会、亚

残运会赛会骨干志愿者，参与了累计1500余小时的

志愿者培训。他还想在亚运会开幕之际组建一个

“小青荷”宣讲团，通过宣讲的形式，向大家讲述独

属于亚运“小青荷”的生动故事，并将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延续下去，传递给更多人。

授旗仪式上，浙工大志愿者马浩宇作为代表之

一上台接受授旗。“从王浩省长手中接过这面旗帜，

激发了我们对参加亚运服务的热情以及期待。倒

计时30天，让我们决战亚运，做到零失误，向全世界

展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马浩宇说。

从成为志愿者、服务志愿者，到培养志愿者、

研究志愿者，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场馆群运

行团队志愿者主管王倩在志愿服务领域经验丰

富。与 30名杭师大“小青荷”亮相赛会志愿者出

征仪式后，王倩也倍感振奋：“我们一定以一流标

准服务好亚运盛会，以师大青年的责任担当绽放

青春风采。”

据悉，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赛会志愿者招募

工作启动于2021年5月，经过全球招募、补充招募，

共有31.7万人成功报名。亚组委通过线上报名、初

选、面试、通用培训、场馆培训、岗位培训和服务保

障测试赛，最终选拔出3.76万名志愿者，主要来自

全省46所高校。

高校“小青荷”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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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拟制定学前教育法

本报讯（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齐 琪）学前教

育法草案8月28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共8章74条，包括总则、

规划与举办、保育和教育、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投入与保障、管理与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

草案主要从明确学前教育定位，补齐教育短

板；健全规划举办机制，促进资源供给；规范学前

教育实施，提高保教质量；加强教职工队伍建设，

提升教师素质；完善投入机制，加强经费保障；健

全监管体制，强化监督管理等6个方面作出规定。

草案明确，发展学前教育坚持政府主导，以政

府举办为主，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引导

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幼儿园应当根据学前儿童身

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科学实施保育和教育活

动，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内容、采用小学化的

教育方式；幼儿园应当把保护学前儿童安全放在首

位，落实安全责任制相关规定；国家为家庭经济困

难的适龄儿童等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