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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近日印发，“双

一流”建设正式进入新一轮周期。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现代化

进程中，“双一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它既是相关政策的有效延续，更是新

时代新征程上，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明确了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工作

的方向与路径：要突出培养一流人才、服

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分类建设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完善分类建设评价，要从国家高质

量发展的全局来理解。追求一流是不断

超越的过程，要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双

一流”建设在起始阶段就确立了“总量控

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的建设思路。

在遴选原则上既坚持扶优扶强，也兼顾

扶需扶特；既考虑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需求，也重视区域及行业建设的特殊需

要，实行分类建设。目前“双一流”建设

高校有 147 所，建设学科 433 个。它们数

量虽少，却充满丰富性、多样性和内在生

长性，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发

展具有引领作用。对“双一流”院校和学

科实施分层分类建设评价，鼓励和引导

不同类型建设院校和学科合理定位、凝

练特色，在各自领域争创一流，不仅是为

这些院校和学科自身发展考虑，也出自

全面深化高教体系改革的任务，特别是

支撑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目标需要。

完善分类建设评价，要从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整体来把

握。此次《意见》强调要继续优化“双一流”建设的动态调整机

制，引导高校着眼长远发展，聚焦内涵建设。对建设基础好、办

学质量高、服务需求优势突出的高校和学科，列入建设范围，对

发展水平不高、建设成效不佳的高校和学科，减少支持力度直至

调出建设范围，对建设成效显著的高校探索实行后奖补政策。

这种灵活调整政策对建设高校具有鞭策和引导作用，但也提醒

我们要更加关注、监测和控制可能出现的高校过度关注竞争而

产生的短期效应。下一步，如何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加

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如何按照不同学科发展规

律，完善多元评价体系和常态化监测系统，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的深层要义。

完善分类建设评价，要从高校自主特色发展模式的创新来

考量。高校是“双一流”建设的主体，应增强建设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增强改革创新的自觉性。此次《意见》明确，依据国家需求

分类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优化以学科为基础的

建设模式，但不拘泥于一级学科，允许部分高校按领域和方向开

展学科建设。这不但为部分高校突破学科壁垒，更加自主、更为

灵活、更有特色地建设学科打开了通道，而且为高校突破传统发

展模式、创新知识生产和组织形式，探索更加适合的高校自主特

色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双一流”建设中，分类建设评价的完善不只是技术层面

的改变，而且涉及建设理念、建设目标与路径。我们要充分认识

这一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艰巨性，在新一轮建设周期内，认

真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建设评价体系，为“双一流”建

设、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本报记者丁雅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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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23 日电 （记者吴月）教育部 23 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情况。记

者获悉：“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将遴选建设 10 所左右高水平职

业本科教育示范学校。

“2022 年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攻坚克难的关键年。”教育

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要推动职业本科教

育稳中有进，力争让更多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接受高质量的职业

本科教育。

据介绍，教育部将强化顶层设计，制定指导意见，明确职业

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发展路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办学体

制，引导学校在内涵上下功夫，提升办学质量。同时，完善职业

本科学校设置标准和专业设置办法，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双高

计划”建设单位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支持符合产教深度融

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升

级部分专科专业，试办职业本科教育。此外，打造示范标杆，以

部省合建方式“小切口”“大支持”，遴选建设 10 所左右高水平职

业本科教育示范学校。“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教育外部需求和内

部需要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既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

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又是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就业和

教育的需求，也是顺应世界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陈

子季表示。

据悉，我国职业本科学校现有 32 所，在校生 12.9 万人，2021
年招生 4.1 万人。《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

确，到 2025 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

生规模的 10%。

教育部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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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 2月 23日电 （记者赵帅杰）记者从甘肃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

建设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被相关部门批准并正式印

发实施，明确到 2025 年全面建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

据介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将建设“河西汉塞”等 3
处核心展示园、“居延古道”等 3 处风景道示范段，以及 8 处特色

展示点。《规划》指出，到 2023 年底，全省长城资源保存状况和环

境风貌显著改善，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局面初步形成，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甘肃段初具雏形。到 2025 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

段全面建成，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载体。

甘肃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第一次来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

的人，会被这里独特的艺术感吸引。道旁菊

花迎风飘摇，白墙黛瓦的民房错落有致，犁、

耙、石磨点缀着房前屋后，充满田园味道。

然而，几年前这里只是个杂草丛生的空

心村。如今，东升村变了模样，成为很多人

慕名前来的打卡地。

就地取材，村子有了
艺术感

2018 年的东升村，房屋破旧，人烟稀少，

多是老人孩子留守家中。四川美术学院艺

术与乡村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天祥的团队

一来，就成了村里的新闻。

师生们扛着画板、带着相机，在村里四

处转悠。一处处古旧的土墙木窗，他们怎么

也看不够。风车、石碾、木犁……他们花钱

买下这些老物件，然后又摆回村民的房前

屋后。

“这些没啥用处。”村民们嘀咕：“但也真

有点好看。”

原来，王天祥受邀为东升村设计乡村振

兴方案，与师生一道来进行“沉浸式”调研，

了解村庄的历史、风貌和地理地质条件。他

们决定按照村庄的原始肌理设计改造方案，

尽量使用本地的素材，追求原汁原味。

经过调研，他们带着施工队再次来到村

里。村民赵朝会家里闲置的空间被改成一

座舞台；在村民顾列合家的一个角落，团队

拆墙加窗铺地砖，修起一间雅致的书屋；村

民遛弯时驻足聊天的荒地，被拓宽、美化后

加装了座椅……慢慢的，新的乡村公共空间

形成了。

走过一条星空艺术步道，便来到杨家坝

院落。这里原本是 37 户农民聚居的普通农

家院。团队以“柳”为主题，在这里建起农耕

文化园、接待中心、儿童乐园、望渠书屋、休

息住宿、稻草园等 6 个区域。建筑所用的石

材、木料都来自拆除的材料，风貌和旧式村

居浑然一体。

东升村变了，却又好像没有变。

如今，杨家坝的农户们依然住在这里，

生活生产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游客则在公

共空间里畅游，体验乡土艺术和村居生活

之美。

“我们的村子变美了。”村民王希彬现在

喜欢在村子里散步，美景怎么也看不够。

人气更旺，年轻人回
乡发展

据初步统计，东升村 2021 年游客接待量

超过 2 万人次。吸引游客的，是东升村根据

村庄实际情况打造的景致，其中很多保留了

村民原本工作生活的地方。

喻燕的家就是其中之一。二层农房看

似寻常，门前小院却引人入胜。院子一半做

了花圃，摆满花草绿植。喻燕是个年轻姑

娘，2020 年从城里回到村中，利用闲暇时间

砌起这片花圃。

“东升村像个大公园，我们的房子也要

更配得上这么美的村庄。”她说，东升村经过

艺术改造后越来越好看，人气也旺了。现

在，她已经辞掉了重庆主城区的工作，回到

村里当起研学团队接待员。“接待的团队从

小学生到大学生都有，节假日里每天都有好

几拨。”喻燕说。

回村的年轻人不只是喻燕。

“家里人一直催我回来，说村里游客很

多。”29 岁的陈静之前一直在城里做销售，去

年 4 月回到村里办起了农家乐。

“东升村的农家乐有特色，桌椅的摆放，

房屋外形的改造，都有讲究呢。”陈静说，村

干部提供了不少方案和外形参考，装修结束

后，老房子焕然一新。

“现在只要不下雨，每天都能有近 10 桌

客人，每个月纯收入超过 3 万元。”陈静说，接

下来农家乐预备扩大规模、升级装潢，以适

应越来越红火的生意。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村的美化引来

了人气，也为年轻人返乡发展提供了土壤和

空间。广大村民也应该参与其中，形成主人

翁意识。”柳荫镇党委书记何波说，借着艺术

改造的契机，村里推行积分奖励制度，激励

村民参与公共区域保洁、志愿服务，争做好

人好事。“现在乡亲们已经有了自发呵护村

庄公共空间的主动性，对村庄发展也有了相

当的认可度。”

艺术下乡，探索融合
发展路径

“艺术下乡，不可能一试就灵。”王天祥

坦言，他们也走过不少弯路。

“形式和实用，乡村振兴的项目必须兼

顾这两方面。”王天祥说，他们原本设计了一

个聊天议事的空间，但墙体太高导致空间灰

暗逼仄，村民拿它当摆设。还有一次，他们

用碎瓷砖为村民修补破裂的院坝，拼成一株

七彩大树，但房主却要求返工：“一下雨就滑

得很，人摔着了咋办？小瓷片还容易掉，不

如原本的水泥地嘞。”“我们在实践中摸着石

头过河，慢慢地成长起来了。”王天祥感慨。

借助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资源和历史

遗迹，团队还帮助东升村发展艺术研学产

业。依据当地艺术景观素材开发“大地魔法

师”“小小收藏家”等乡村研学课程。周末的

东升村，成了孩童感受自然、激发创造力的

乐园。

王天祥说，这几年，在东升村，四川美术

学院有千余名师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作

品，探索出“农 +旅 +艺 +学”的融合发展路

径，希望将来能助力更多乡村的发展。

图①：俯瞰柳荫镇的艺术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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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小朋友们在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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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四川美术学院团队参与改造，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

美学意蕴，充盈乡土民居
本报记者 蒋云龙 常碧罗 王欣悦

在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的改
造下，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东
升村从过去房屋破旧、人烟稀
少的小山村，变成了具有艺术
韵味的打卡地。这样的艺术改
造，既保留了村庄传统风貌，也
探索出更加多样的路径，助力
乡村振兴。

核心阅读

重庆北碚区柳荫镇，是城市近郊一个

普通的乡村。我是柳荫人，现在在四川美

术学院任教。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朴素的

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要回乡为乡亲们做

点实事，改善乡亲们的生活。

2018 年，我应柳荫镇政府邀请，开始

推 动 探 索 艺 术 参 与 乡 村 改 造 的“ 柳 荫 计

划”。我编制了东升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创

建方案，在柳荫镇组织了国际工坊，选取

了保留有 300 多年宗祠的王家湾作为创作

场地。我在自己的家乡，以研究者的身份

参与这次艺术改造。

持续 3 届的“中国乡村美育行动计划”

以柳荫镇为基地展开，30 余个艺术项目渐

次开展。艺术院落、艺术道路、艺术装置

……田间地头、院落民居，都充满了浓浓

的艺术气息。如今，东升村已获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国家森林乡村等称号。

我与参与项目的师生们，将村里的学

堂旧居建成乡村书屋，将废弃仓库改为艺

术仓库，创办了柳荫水渠文化展馆，为村里

儿童建起“星星美术馆”。我的一个学生参

与项目后在论文中写道：“我的农村是默默

无语的，她培育了我，她也看着我，我第一

次坚定了以后往回走的方向……”只有一

批又一批爱农村、懂农村的青年学子茁壮

成长，乡村振兴才能积蓄更多力量。

2018 年冬季，一名东升村村民在光与

音国际工坊项目结束后，握着我的手说：

“期待你们经常来。”我意识到，我们的到

来让这个小山村人气更旺。 2019 年一次

节会上，王家湾的院坝热闹非常，外地的

乡亲们纷纷回来，舞狮子、秧歌舞等表演

很受欢迎；2020 年柳荫新年院坝艺术节，

村民们聚集在艺术仓库，自排自演文化节

目，晚上围着篝火起舞，脸上洋溢着笑容。

随着艺术改造的深入，柳荫镇越来越

美，游客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开

始回到家乡。2021 年，柳荫镇累计接待游

客突破 10 万人次。

当越来越多村民愿意返乡，当一代又一

代青年学子愿意回望，我想，我们也能从土

壤中获得更多滋养。

（本报记者王欣悦整理）

“柳荫计划”发起人王天祥：

从乡土里获得滋养

■艺术改变乡村R

2 月 23 日，安徽省黄山市

徽州区呈坎古村落迎来一场春

雪，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银

装素裹。

施亚磊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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